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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虚拟现实技术作为人类表征外部世界的革命性变化，其在心理学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尤其是咨询心理

学。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虚拟现实技术以及其在咨询心理学中的优势。然后从学校教育和医院治疗两个

方面对虚拟现实在咨询心理学中的应用进行了梳理，最后指出虚拟现实技术在咨询心理学中应用仍处于

早期阶段，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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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revolutionary change of human representation of the external world, virtual reality technol-
ogy has been applied more and more widely in psychology, especially in counseling psychology. 
Firstly,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and its advantages in counseling 
psychology. Then, the application of virtual reality in counseling psychology is combed from two 
aspects of school education and hospital treatment. Finally,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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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in counseling psychology is still in its early stage and needs further re-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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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虚拟现实起源于国外，最早是由学者伊凡·苏泽兰提出的，兴起于 20 世纪末，作为前沿技术使人类

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受到来自各界学者的广泛关注。2008 年，被美国国家工程院列为为 21 世纪工程

学面临的 14 项重大挑战之一。虚拟现实技术是一种可创建与体验虚拟环境的计算机系统技术，主要是借

助于计算机建立起一个与真实环境相似的虚拟环境，例如操作现场、飞机驾驶舱等环境，然后使用者再

借助于传感设备“投入”到此虚拟环境中，从而实现用户和环境之间的正常互动，如同身临其境一般[1]。 
近年来，虚拟现实技术在医疗、军事、旅游等多个领域被广泛应用，尤其是教育行业。国外关于虚

拟现实教育应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课堂教学法、虚拟现实学习环境以及医学、工程、

地理等具体学科应用领域。国内则主要集中于虚拟学习资源建设、虚拟现实理论探索和虚拟仿真校园环

境的建设等方面。2006 年 Richard 等人将该技术应用到物理实验教学中，解决了学生只能在书本上了解

实验器材和动手能力少的问题，同时还避免了因实验操作失败而出现事故的可能[2]。2013 年，Maier 等
人将虚拟现实技术应用到化学实验教学中来观察分子的空间结构，借助于该技术，学生坐在监视器前的

桌子上通过手柄就可以对立方体进行操作，摄像头采集多维场景模型使分子结构附着在立方体上，然后

再通过操作 3D 模型，学生可以直接观察分子的空间结构[3]。2017 年学者 Stigall 将虚拟技术应用到计算

机编程实验教学中，让学生通过可视化的元素来创建例化对象，解决了学生对于计算机程序中某些难以

理解的概念的认识[4]。此外，还有学者将其应用在远程教育中，为学习者提供远程学习的虚拟教室，提

供身临其境的环境模拟，教学与环境支间建立起桥梁，从而为用户提供多空间维度的交流和空间[5]。 
现今，因虚拟现实技术能够提高实验研究的生态效度、条件控制水平、可重复性以及避免实地操作

带来的危险，被众多心理学家应用在心理学领域。虚拟现实所营造的数字化环境，不仅仅是对真实世界

的模拟、复制和表征，同时也是一种研究手段和范式。目前，在各位研究者的努力下，虚拟现实在心理

学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主要集中于与注意、记忆、执行功能相关的基础和社会心理研究，

以及神经测量和临床心理治疗等方面。然而，关于其在咨询心理学方面的应用还比较分散。因此，本文

回顾以及梳理近几年来虚拟现实技术在咨询心理学领域的最新研究和应用，以期有助于相关研究者了解

该领域的前沿进展。 

2. 虚拟现实的定义和特征 

目前关于虚拟现实的定义主要有三种：1、认为虚拟现实技术是一种由交互计算机仿真组成的一种媒

介形式，能够获取到参与者的一些信息(如位置、动作信息等)，然后替代或者增强一种或者多种感官反馈，

进而出现精神沉浸于或感觉在仿真环境(虚拟世界)中的感觉；2、认为虚拟现实技术是计算机技术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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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综合了利用三维图形生成技术、多传感交互技术以及高分辨显示技术等为一体的科学技术。3、从数字

环境视角提出的，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虚拟现实在视觉、听觉、触觉等感觉方面与原环境高度相似的数

字化环境，通过某些仪器设备来实现与虚拟环境中对象进行互动进而产生与真实环境相对应的感受和体

验。虚拟现实技术具有沉浸性、想象性和交互性三大特性。沉浸性是指个体在虚拟环境中所获得的感受

和真实环境高度相似，如同身临其境。想象性指虚拟现实技术可创建大脑里面构思出来的事物和情境，

进行思维创新。交互性是指个体可以自然方式与虚拟环境进行互动。 

3. 虚拟现实在咨询心理学中的应用优势 

虚拟现实技术在咨询心理学的应用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逼真的环境体验。虚拟现实技

术可提供各种直观的感官刺激，可以看到各种景象，听到不同的声音，触摸物体，闻到香气，使人直观

形象地感受环境和事件。二安全可控性。虚拟现实技术能模拟各类危险情境，提供安全的心理治疗环境。

同时，个体可在其中大胆地去体验和探索各种困难、失误、无法预测的事件和戏剧性的结果而不会造成

任何伤害。三让个体感到更安全。一方面虚拟环境较现实环境可保护个体隐私，给个体更多安全感；另

外一方面，个体在虚拟环境中可学会应对与自身问题相关的各种问题，开放身心，自由探索、实验和体

验各种情绪。 

4. 虚拟现实在咨询心理学中的应用 

虚拟现实技术目前已经成为近年来心理学和前沿科技结合应用的热点。在管理心理学领域，虚拟现

实技术可用于员工的选拔、培训以及组织间的协调；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可通过建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

交互场景，可用于研究领导行为、助人行为以及种族歧视等人类间的复杂心理和行为。在工程心理学领

域，有研究者在虚拟隧道紧急疏散的情境中，让被试评估不同颜色、闪烁频率和类型的信号灯在疏散人

群时的引导效果，从而探讨人在与机器、环境相互作用中的心理特征，进而研发更符合人身心特点的产

品。而虚拟现实在咨询心理学中的应用则主要体现在学校教育和医院治疗方面，其中医院治疗比较多。 

4.1. 学校方面 

在学校教育里面引入虚拟现实技术，一方面有助于心理学专业学生的培养和学生心理健康的教育，

可弥补传统教学中的空间小、成本高、效率低等缺点，从而激发学生的兴趣，增强课程的趣味性，优化

教学效果，提升教学效率。另外一方面，虚拟现实技术为教学环境和手段的创新提供了无限可能，尤其

是虚拟实验室的建设，可以实现资源共享、实时监控，增强互动性、沉浸性和体验性。 

4.1.1. 学生培养 
咨询心理学作为心理学本科教学的一个应用性分支学科，既有较强的理论性，又有较强的操作性。

《咨询心理学》课程既是心理学本科教学中众多理论基础课程的发展、应用，又是后续一些应用课程的

基础。该课程一方面是使学生理解基本的心理咨询理论，掌握基本的心理咨询技术，能够对一般的心理

困惑和问题有实际操作的技巧和思路；另一方面是要培养学生作为心理咨询工作者的职业素养，为毕业

后走向社会参加心理咨询实践工作打下基础。尽管该课在本科教学中已开展多年，但是其教学方法还是

以传统的讲授为主，重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缺乏实践方面的训练，同时因为咨询环境的限制，学生在

运用行为主义、认知主义等一些经典疗法时，无法融入真实环境来模拟咨询过程，此外心理咨询过程本

身具有一定的保密性和隐私性，学生在模拟的过程中，无法将知识和实践融汇贯通，亲历性比较低。而

虚拟现实在学生学习咨询心理学，掌握必备咨询技能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虚拟现实在咨询心理学

课程中的应用，一方面，其弥补了传统咨询心理学的教学不足和缺陷，为其提供需要的场景，解决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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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实践的环境需要，扩充其心理学教学中的应用，为后续心理学教学提供参考和建议；另一方面，将虚

拟现实技术引入咨询心理学教学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虚拟现实可以为课程设置需要的高度仿真环境，

帮助学生将知识融会贯通，增加学生学习热情和动力，学生一方面可切身体验理论知识在咨询实践中的

应用，同时还可以为在学习过程中掌握新技术在心理学中的应用，了解咨询心理学前言技术发展，为将

来从事咨询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因此一大批高校建立相应的虚拟实验室，以此来辅助心理专业学生的培养。国内心理学界国家级虚

拟仿真实验中心当属是华中师华中师范大学的心理与行为虚拟仿真教学中心，该中心从心理实验教学和

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角度探索心理学实验课的教学新模式，拓展心理实验的项目种类，建成了虚拟认知实

验、虚拟学习与教学实验、虚拟发展心理实验、虚拟心理咨询与资料试验、虚拟人格与社会实验 5 个子

模块。这些实验项目的建设，不仅仅有助于专业学生对获得基础实验的研究项目，还可以借助虚拟现实

技术来加强学生在心理咨询中的一些训练和探索。比如，在虚拟现实环境中进行公开演讲来降低个体社

交过程中的焦虑水平，从而提高其社交技能。此外苏州大学以及华南师范大学等为了心理学人才的培养

也建立起了相应的虚拟实验室项目，为培养专业的应用型心理系学生提供条件。 

4.1.2.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现今，随着人类生活节奏的加快，心理健康问题日益显著，人民的心理健康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经济

社会发展重大因素。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2018 年相关调查显示，心理疾病的防治需求量已经变为为

34.1%，仅次于对教育孩子和人际交往的需求量。尤其是儿童青少年个体的需求比较突出。因此，国家相

关部门也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学校教育中，要求全国中小学、大学院校均设立相应的心理健康中心，以

此来为学生提供相应的服务。国外将虚拟现实应用在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比较早，国内开始的相对来说

比较晚。有研究者利用虚拟现实的曾进行和交互性两大特点，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和个体心理咨

询中，通过搭建虚拟环境，实现情景创设；设计虚拟活动，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开展虚拟训练，增强学

习的趣味性；帮助教师开发课程资源，实现智能教学；助力学生心理成长，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成长保

驾护航。2017 年 11 月成都市蜀兴职业中学将虚拟现实技术应用在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并举行相应

的应用体验和专题研讨会，并将虚拟现实在心理健康的应用分为心理健康维护和心理素质培养 2 个维度，

将应用方法分为身心类、认知类等 5 个类别，共 24 种应用方法。为虚拟现实技术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

发展做了巨大贡献。还有研究者研发出基于虚拟现实的心理旋转软件，并借此训练来提高在小学生的空

间能力。广西科技大学罗宇彤等研究者将虚拟现实应用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中，为开展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带来极大的创新。创新策略主要包括拓宽心理咨询形式，实现“沉浸式”课程教学，开发

虚拟现实心理健康教育教学课程资源以及建设虚拟现实心理体验馆四个方面。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方

式上实现进一步的创新，提升了工作的实效。此外还有学校将虚拟现实技术与心理沙盘游戏进行结合，

设计出基于移动设备的虚拟现实技术心理沙盘游戏模拟软件的制作方案，在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的使用

中，使用者佩戴上了装有陀螺仪等感应器的头戴类设备，便可以投入到逼近真实的虚拟环境中，提高了

心理沙盘的模拟效果，降低了心理沙盘的使用难度，为普通大中小学生课堂及心理辅导室提供了新的手

段和方法。 

4.2. 医院治疗 

目前，随着全社会对心理学的了解加深，整个社会对心理从业者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虚拟现实被逐

渐被应用在各类心理疾病的治疗中，其中虚拟现实技术的暴露疗法(VRET)应用比较广泛，其以计算机技

术为基础，通过头盔显示器、追踪系统、三维空间传感器等相关设备营造高度浸润的虚拟环境。相对于

传统暴露疗法，虚拟现实暴露疗法既可以适当的控制治疗的时间、暴露强度和频率，又可以在保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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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的前提下给与治疗者以逼真的情境体验[6]。VRET 疗法主要集中在社交焦虑、恐高症以及创伤后应

激障碍等方面。 
恐高症属于特定恐惧症的一种，个体对高度呈现极度恐慌的状态，与此同时还会伴随一些眩晕、恶

心、呕吐等症状，并出现一些回避行为。常见的恐高一般与一些高度相关的场景(高楼、桥、阳台等)有关。

恐高症个体经常会出现一些担心、焦虑、恐慌甚至回避行为，从而对其正常生活产生影响[7]。在咨询心

理学中，关于恐高症的学习，主要集中于恐高症的判断和治疗上，尤其是治疗方法的学习和掌握。其治

疗方法主要有 3 种：即现实暴露、想象暴露、虚拟现实技术暴露，前两种是传统的治疗方法，后者是在

近几年开始实施的，解决了传统的暴露的缺点，给个体以真实的感受。早期关于 VRET 的研究主要集中

于验证 VRET 的治疗效果和安全方面，多为一些个案研究和小样本研究。国外学者 Krijn 等人对 25 名患

有恐高症的个体进行虚拟现实暴露疗法的治疗，比较了头盔式虚拟现实系统和洞穴式虚拟现实系统的虚

拟情境浸润效果，发现两者效果相同，对治疗效果没有影响，同时还发现虚拟现实技术暴露疗法在治疗

3 星期以后和传统暴露疗法效果相同，且该效果最长可保持 6 个月之久[8]。而 Rothbaum 的团队发现患者

在进行 7 周的 VRET 治疗后，其焦虑和回避行为有显著的改进[9]。国内学者丁欣放等人收集 31 篇关于

VRET 对焦虑障碍治疗效果的文章，然后通过随机化对照实验法对其进行 meta 分析，结果发现虚拟现实

暴露疗法具备更佳的效果[10]。Hong 等研究者发现，基于虚拟现实的恐高训练 APP 适用于高恐惧恐高症

患者的自我训练[11]。现今关于飞行恐惧的 VRET 研究比较多，Maples-Keller 等人研究了虚拟现实暴露

疗法对飞行恐惧的影响效果，他们假设虚拟现实暴露前 10 分钟，利用线索重新激活个体的恐惧记忆可以

提升 VRET 的治疗效果，选取了 89 名有飞行恐惧的个体，然后将他们随机分配到 2 个不同的组内(中性

线索组和重新激活组，最后在不同的飞机场景中进行测试，比如在飞机中但发动机关闭、发动机启动坐

在飞机中、飞机平稳飞行、着陆等，随后采集个体的生理指标(比如心率、皮肤电导水平等)作为客观指标，

进行 3 个月的随访记录，结果发现 VRET 的记忆再激活对自我报告的临床测量是没有变化的，但是在生

理指标上对治疗效果有显著的作用[12]。 
社交焦虑是一种与他人交往时会感觉不舒服不自然，紧张政治史恐惧的一种情绪体验，个体不仅仅

是害怕与“权威人士”交往，而且在和正常人交往也存在障碍，有时会伴随一些出汗、脸红、心慌等生

理症状。而关于虚拟现实暴露疗法在社交焦虑中的应用主要集中在演讲焦虑的改善中。国外学者

KAMPMANN [13]、HOFMANN [14]等人发现暴露在面试、提问、演讲、采访、相亲等 VR 场景将更有

利于提高社交焦虑患者的言语互动能力，且 4 到 6 年以后个体的治疗效果依然稳定。Xueni Pan 团队利用

虚拟现实模拟社交场景研究了存在社交焦虑的个体在此场景中情感压力值得变化，并进行辅助治疗，同

时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来追踪记录个体情感的改变，结果发现对于自信的个体来说情绪没有显著的改变，

但是对于焦虑患者来说，大大的缓解了其情绪，并且效果显著[15]。 
而关于 VRET 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应用主要集中在战争、交通事故甚至恐怖袭击等方面。1999 年，

国外学者首次利用虚拟现实暴露疗法对患有 PTSD 的患者进行了治疗，个案结果现实 VRET 对治疗创伤

后应激障碍具有显著的治疗作用，但是因为该研究是个案研究，故存在一定的个体差异性和偶然性，所

以治疗结果需进一步研究[16]。因此，又有研究者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建立了虚拟的伊拉克场景，然后让征

集陈参与过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的军人进行暴露干预治疗，结果显示治疗后的军人应激障碍明显降低，

且 1 年以后的随访调查显示效果依然显著[17]。9.11 事件发生以后，Difede 开始将 VRET 运用与幸存者

个体，征集了 25 名因 9.11 事件而患有 PTSD 的患者，然后对其进行 12 周的虚拟现实暴露疗法治疗，结

果发现接受 VRET 安慰剂的个体其症状严重程度有所降低，且该效果能够保持 6 个月[18]。Menelas 团队

将 VRET 治疗模型进行游戏化，然后征集因交通事故而患有 PTSD 症状的个体进行治疗，为期 8 周，患

者逐步的在交通场景中进行暴露，8 周结束后所有被试的症状均显著降低[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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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虚拟现实技术是人类表征外部世界的革命性变化。尽管已被心理学者在学校教育和医院治疗方面进

行了大量普及利用和相关探索，但是其在咨询心理学中的应用仍然处于早期阶段，仍需继续深入研究。

未来可以考虑在学校教育方面将其与近红外、核磁共振技术等先进技术结合，为学生心理健康保驾护航，

为培养专业学生提供基础条件。同时，在医疗方面，可应用其建立完善的心理治疗评估体系。有效的评

估治疗效果，进而促进心理治疗效果与虚拟现实技术的共同发展。此外，还可建立学校—医院一体的虚

拟现实系统，将学校教育和医院治疗相结合，深化其在咨询心理学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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