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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精神分析视角，深入剖析“参宿的深海之梦”，揭示其内心的冲突和情感困扰如何映射在“参

宿”的梦境中，以及探索梦境中有关分离性焦虑障碍的相关线索。本文进一步运用精神分析相关理论，

特别是分离、个体化理论和客体对象关系理论，解释了“参宿”所经历的分离性焦虑障碍及其产生原因，

从而发现分离性焦虑障碍儿童的心理问题的根源。依据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旨在提出针对以“参宿”为

例的类似儿童的个体辅导计划，帮助类似儿童克服分离性焦虑障碍，促进他们的心理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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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analysis, this journal discusses the deep sea Dream of Shenxiu,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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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als how its inner conflict and emotional distress are reflected in the dream of Shenxiu, and ex-
plores the relevant clues of dissociative anxiety disorder in the dream. This journal further uses 
psychoanalytic theories, especially the separation/individualization theory and the object-relation 
theory, to explain the separation anxiety disorder experienced by Shenxiu and how it causes, so as 
to find the root of th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f Shenxiu. Based on the abov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 individual counseling plan for Shenxiu was proposed to help Shenxiu overcome separation an-
xiety disorder and promote her mental health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sycho-
logical problems in the movie “Deep Sea”, the separation anxiety disorder was deeply expl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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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海》梦境的背景 

国产动画电影《深海》以主人公小女孩“参宿”在梦境中的奇幻冒险为故事线索。故事中，“参宿”

在邮轮上不慎坠入大海，在梦境中受到“海精灵”的引导，来到了“深海大饭店”，并开始了一段充满

奇幻的旅程。 
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认为，梦境能将其意识内容转化为直觉影像，且

在白天所接受的未停止的刺激流必须由其他的动机强度进行弥补，在夜里即是以梦境弥补[1]。在梦境里，

“参宿”周遭的一切都是那么的五光十色，与她在现实灰暗的生活恰恰相反，她渴望通过这场奇幻的梦

境来弥补现实中无法满足的愿望。 

2. 精神分析视角下的梦境与现实 

弗洛伊德将人类的心理结构比作是冰山，即“心理冰山”[2]。这座冰山分为三个部分，每个部分与

个体的心理结构一一对应。冰山浮出水面能够被人所看到的尖顶代表着意识，是指日常生活中直接察觉

到的心理过程。冰山在水下的部分代表着潜意识，是指无法直接察觉到的心理过程。冰山的底部代表着

无意识，指无法觉察或访问到的心理过程。 
精神分析学家卡尔·荣格(Carl Gustav Jung)提出了个体心理学，将心理结构引向了更复杂的个体心理

学。基于个体心理学，更深入地剖析解构以“参宿”为例的类似儿童的内心世界，并更好地对“参宿”

的深海之梦，与其在电影中患分离性焦虑障碍的线索做出探索与解释。 

2.1. 自身部分 

荣格将“自身(Self)”定义为“一个人心理现象的全部范围”。自身代表了个体的整体性和完整性，

其包括的意识和潜意识部分，是更深层次的自我认知和自我理解的表现[3]。 
以电影《深海》的主人公“参宿”为例，在她的心理结构中的自身在海难中遭遇了重大的冲击。首

先在意识层面，“参宿”面临着海难所带来的危险情境，她的生命安全岌岌可危，这导致了她的意识层

面的不平衡。其次在潜意识层面，“参宿”先前罹患抑郁症，荣格认为抑郁症是个体内部心理不平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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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问题的表现，而“参宿”所患分离性焦虑障碍又与抑郁症形成共病性，导致本就失衡的内部心理更

加支离破碎，造成其加深对母亲离别的恐惧，形成更为复杂的“阴影(Shadow)”，进一步影响她的心理

健康。因此，参宿在意识和潜意识层面都经历了不平衡，使她难以整合自身心理状态，从而导致自我部

分失衡与破碎。 

2.2. 自我部分 

荣格将“自我(Ego)”定义为“一种构成我的意识领域中心和呈现出具有极高的连续性与同一性的观

念情结”。荣格认为“自身”是全部心理的主体，而“自我”则是个体的意识和意识性的一部分。它是

现实自我，用来感知和适应外部世界[3]。 
正如精神分析学派强调自我在梦境中的重要作用，以电影《深海》主人公“参宿”现实中报摊店主

兼演出小丑一度排斥“参宿”，但后来却奋不顾身跳海营救，对应的是梦境中的“南河船长”，而他的

形象在梦境中从夸张丑陋逐步变化成英俊帅气，其转变的原因在于南河在梦境中起到了代替的作用，代

替了“参宿”的母亲，促使参宿逐渐完成与母亲的分离任务。而南河形象的转变则反映了“参宿”正在

逐步与南河进行分离，其内心的不平衡与冲突正在慢慢得到治愈的过程。这一深刻的对比强调了梦境中

的补偿性，体现了参宿的内在需求。电影中还有许多对应关系，这些关系不仅丰富了情节，也折射了梦

境中自我与潜意识之间的复杂互动。 

2.3. 阴影部分 

荣格将“阴影(Shadow)”定义为“人各种的‘恶’”。它代表了个体的潜在、未被认知或被抑制的

负面心理特质和情感，因此它们通常“拒绝被出现”[4]。 
以电影《深海》中主人公“参宿”为例，在“参宿”的梦境中一直困扰的无意识原型“丧气鬼”代

表着“参宿”人格中的阴影部分。“丧气鬼”在现实中象征着抛弃、离开她的生母。正如阴影是个体内

部未被认知的部分，“丧气鬼”在梦境中的存在暗示了“参宿”对母亲的复杂情感和对过去经历的未解

决冲突。这种冲突时刻萦绕着参宿，在“参宿”来到“深海之眼”时最为猛烈。此时“深海之眼”在意

识层面意味着“参宿”的死亡，即对生命和存在的威胁。而在无意识层面，“深海之眼”代表了“参宿”

无法觉察到的更为深层的潜在动机，即探寻被阴影(丧气鬼)蒙蔽的母亲对“参宿”的爱。这种深层的潜在

动机蕴含了“参宿”对母亲的情感纠结和未解决的冲突，是“参宿”患分离性焦虑障碍的一个潜在因素，

而梦境在这一过程中成为了能够反映“参宿”内心深处的内在挑战和成长机会的工具，同时也揭示了与

分离性焦虑障碍相关的深层次心理动机。 

2.4. 阿尼玛部分 

在定义“阿尼玛(Anima)”前，荣格首先明确了什么是灵魂，即“无意识所产生的特殊的意向，这些

意象被称为‘灵魂–意象’”[4]，其包含了自我、阴影、阿尼玛以及还未谈及的阿尼姆斯。阿尼玛被荣

格视作男性心理中的女性原型，代表了个体内心与女性特质相关的品质，如情感、直觉、感性等[3]。 
以电影《深海》中主人公“参宿”为例，在她的“深海梦境之旅”中，将“海精灵”视为一种男性

心理中的女性无意识原型将会更加合适。“海精灵”代表了“参宿”对母亲的无尽幻想，在梦境中，仅

仅是“海精灵”的轻声哼唱就让“参宿”固执地认为它能带领“参宿”找到妈妈，这体现了阿尼玛积极

的一面——感情与直觉。此外，梦境中阿尼玛所代表的“海精灵”本身具有致幻的效果。不论是“参宿”

还是其他船上的顾客，只要品尝到“海精灵”的滋味，就会产生与自身内心欲望相对应的幻想，这种致

幻效果便是阿尼玛消极的一面。不论是积极或是消极，都凸显出个体心理结构中阿尼玛(海精灵)所表现的

情感与直觉的内在无意识意向的外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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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宿”对阿尼玛积极与消极双重体验的具象化中凸显了个体心理结构中所表现的情感与直觉的内

在无意识的外化过程。在荣格的理论框架中，阿尼玛的双重体验可能与“参宿”分离性焦虑障碍中的情

感困扰与个体内在冲突相关，其在这一情境下既可能成为“参宿”内心的成长机会，也可能是她在面对

心理挑战时产生的焦虑源。 

2.5. 阿尼姆斯部分 

荣格将“阿尼姆斯(Animus)”定义为“被人格化为的男性”[3]，它代表了女性心理中的男性无意识

原型。荣格认为阿尼姆斯与刚刚所提及的阿尼玛相对应，阿尼姆斯描述了女性个体内部的男性特质和潜

在品质，如理性、决策力、逻辑思考等[3]。 
以电影《深海》中主人公“参宿”为例，在她的“深海梦境之旅”中将“海精灵”视作是“参宿”

心理结构内阿尼玛的形象化，那么船长“南河”便是阿尼姆斯的形象化。正如阿尼玛具有积极与消极的

对立性，阿尼姆斯同样也具有这样的特性。梦境中“南河”帮助“参宿”完成自我救赎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告知“参宿”她的母亲不要她了，显然这一点不能让她信服；第二阶段是试图通过为“饭店”

争取五星好评来帮助“参宿”找到她的母亲，但“南河”后来发现这么做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最后，第

三阶段是带领“参宿”去深海之眼，即心理结构层面无意识的最深处，以便“参宿”能够发现内心问题

所在，从而完成自我救赎。这三个阶段体现出“南河”作为阿尼姆斯的具体化的潜在积极部分——理性、

逻辑思考、决策力等特质。然而，在带领“参宿”去寻找她妈妈的过程中，船长“南河”表现出固执己

见，不听从舵手大副“老金”的劝告，一意孤行领导“深海号”全员前往深海中最危险的深海之眼处。

这也体现出了阿尼姆斯的消极部分——往往容易使个体变得刚愎自用、武断和不容忍。 
与阿尼玛类似，“参宿”对阿尼姆斯的具体化引发其情感困扰和内在不安。阿尼姆斯的积极和消极

双重体验反映出“参宿”内心的冲突，这种冲突往往是焦虑性分离障碍的症状之一，即在寻找自我、寻

找母爱的过程中，个体可能会受到阿尼姆斯特质的影响，产生对外界和内在矛盾的过度焦虑，阻碍其心

理的平衡与和谐。 
总而言之，以上所谈及的五个概念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和相互作用。自身被视为整个心灵的集合，

包括自我、阴影、阿尼玛和阿尼姆斯。自我需要与这些部分合作，以实现内在平衡和整合。阴影代表了

个体的负面特质，而阿尼玛和阿尼姆斯代表了对立性别特质，这些元素都可以影响自我和自身的发展。

在电影中，通过对“参宿”罹患分离性焦虑障碍的诸多线索分析，可得知其内在整合过程受到该障碍的

巨大限制。因此，通过对“参宿”罹患分离性焦虑障碍的原因进行分析，将能够更好地提出对该现状的

个体辅导计划。 

3. 分离性焦虑障碍分析 

3.1. “分离焦虑”与“分离性焦虑障碍” 

在分析分离性焦虑障碍之前，需要区分什么是“分离焦虑”和“分离性焦虑障碍”。 
儿童的分离焦虑(Separation Anxiety)指的是当儿童与亲人或依恋者分离时，他们可能会表现出哭泣、

不安、紧紧粘着家长，甚至可能会拒绝进食等情绪和行为上的不安[5]。这种情况在婴幼儿期和幼儿期较

为常见，通常在儿童发展中的某个时期会出现，然后逐渐减少。分离焦虑是儿童情感发展的一部分，它

通常是正常的心理状态。需要注意的是，儿童存在分离焦虑的情感并不等同于他们患有分离性焦虑障碍。 
儿童的分离性焦虑障碍(Separation Anxiety Disorder, SAD)指的是儿童在与重要人物分离时可能经历

与其年龄和发育水平不相称的情感压力[6]。分离性焦虑障碍是儿童时期比较常见的心理障碍之一，其特

点在于当儿童与依恋对象(尤其是母亲)分离或离开熟悉环境时，表现出不现实的焦虑和过度担忧。这些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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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持续时间超过四周，已经显著干扰了儿童的日常学习、生活和正常的成长发育。儿童的焦虑性分离障

碍可能起源于一些生活事件，如父母突然分离、幼儿园内受到的挫折、亲人重病乃至死亡有关[7]。 
综上，分离焦虑是儿童发展中的正常情感经历，而分离性焦虑障碍是一种病理性的情感障碍，它们

之间存在显著的区别。以电影《深海》为例中主人公“参宿”为例，她的梦境与分离性焦虑障碍联系在

一起，可以进一步分析她在电影中的行为和情感体验，以探讨“参宿”可能患有分离性焦虑障碍的情况。 

3.2. 基于精神分析–分离/个体化理论的分析 

现代精神分析学派学家玛格丽•马勒(Margaret S. Mahler)认为个体的自我发展包括几个关键阶段，其

中包括“正常的自闭阶段(0~1 个月)”、“正常的共生阶段(15 个月)”和“分化/个体化阶段(5~30 个月)”。

在正常的共生阶段中，婴儿与母亲是一体化的，难以区分自我和他人。这阶段对建立信任感和逐步分离

至关重要[8]。在分化/个体化阶段，孩子开始在心理上与母亲分离，儿童逐渐增加对自我、他人及外在世

界的觉察与区分，并开始建立与母亲的信任感[9]。母亲的功能是帮助儿童内化关于母亲的图像，并且逐

步与母亲进行心理上的分离，以便最终形成独立的自我。如果在这一阶段未能建立与母亲的信任感，自

我发展可能会受到影响，与母亲的分离任务会停滞不前，甚至可能出现倒退现象，回到与母亲共生的依

恋状态。 
在电影《深海》中，母亲离开“参宿”的时间据推测约为三岁，与玛格丽•马勒划分的子分类“情感

客体恒久性和个体化巩固阶段”(24~30 个月)时间段相似。“参宿”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与母亲的粗暴分离，

没有机会完成信任感的建立过程和分离的过程。因此，她的自我发展受到阻碍，特别是在与母亲的分离

任务方面。母亲再也没有在参宿的生活中出现，这导致“参宿”发展出了分离性焦虑障碍的心理问题。 

3.3. 基于精神分析–客体对象关系理论的分析 

以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为代表的客体对象关系理论，强调了儿童与母亲的内化关系。儿童

在分离过程中逐渐建立内在的客体[10]。克莱因认为，儿童一旦容纳对同一外部客体的正面和负面经验，

其就进入了“抑郁位”(depressive position)。这是一个以对整体客体存在矛盾情感为特征的阶段[11]。当

儿童无法整合对同一客体的正面和负面经验时，可能会出现焦虑情绪[12]。电影《深海》中，“参宿”的

情况与克莱因的理论产生关联。她无法成功整合母亲离开前的积极正面客体形象与母亲离开后产生的负

面客体形象，导致了她的情感矛盾和分离焦虑情绪，并最终演化成分离性焦虑障碍，反映了她心理结构

中的紧张关系和无法解决的冲突。 
此外，英国精神分析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认为在心理分析的过程中，分析师需要

与某些精神障碍患者建立一种替代关系，以关注他们童年时期停滞不前的自我部分，帮助患者恢复童年

时期的发展[11]。在电影中，南河这个角色被设立在“参宿”的无意识层面，他实际上取代了“参宿”母

亲的角色，与“参宿”在无意识层面建立了一种“亲子关系”。这种关系本质上代替了“参宿”童年时

期本应与母亲建立的亲子关系，从而帮助她完成了幼时未能完成的分离任务，使她能够重新探索童年时

期曾经停滞的发展过程。 
综上所述，儿童所患分离性焦虑障碍的根本原因可以从上述两位精神分析学家的视角进行解读。以

电影《深海》中主人公“参宿”为例，玛格丽•马勒的分离/个体化理论强调“参宿”在幼时遭遇与母亲

的粗暴分离，没有时间完成分离任务，最终导致她的心理发展停滞。克莱因的客体对象关系理论则强调

“参宿”无法整合对母亲的正面和负面客体形象，导致她无法达到对于母亲在心理上的客体整合，并产

生严重了的心理障碍。这两个理论相辅相成，共同解释了“参宿”分离性焦虑障碍的心理成因。在电影中，

船长“南河”则充当了一个关键的角色，在无意识层面替代“参宿”的母亲，以帮助她完成分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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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针对分离性焦虑障碍的个体辅导计划 

前文采用精神分析的观点与理论深入探讨了以电影《深海》中主人公“参宿”的心理障碍，针对“参

宿”与其他类似儿童心理障碍的解决方案需要进一步讨论。在现实中，如发现儿童产生心理健康问题，

学校心理健康教师应及时参与咨询。在本节中，将假设学校心理健康教师在发现类似儿童的心理问题后

进行个体辅导。个体辅导作为一种有效的干预方法，可以帮助参宿缓解由分离性焦虑障碍产生的情绪问

题，并在某种程度上减轻障碍病症，以实现心理健康的目标。 

4.1. 辅导目标 

短期目标：首先，需开展心理危机干预，帮助儿童学会应对分离情境时的焦虑，减轻由焦虑所产生

的紧张和不安情绪。其次，需教授儿童应对焦虑的具体技能，如深呼吸、放松技巧和应对焦虑的自我对

话。最后，在短期内改善儿童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减少家庭冲突，帮助儿童提供更多的支持和理解。 
长期目标：首先，确保儿童能够长期维持较低的焦虑水平，减轻分离性焦虑障碍的症状。其次，帮

助儿童建立健康的社交关系，提高社交技能。最后，帮助儿童发展更强大的负面情绪应对机制，以面对

生活中的挑战和压力，最终提高儿童的适应能力。 

4.2. 理论依据 

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CBT)在个体辅导中被视为是一种有效的策略。其注重自动

思维、中间信念和核心信念与其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13]。分离性焦虑障碍通常伴随着负面的思维、恐惧

和紧张，而抑郁症则可能导致自卑和情感低谷。认知行为疗法通过帮助参宿识别不合理的自动思维、中

间信念和核心信念引发的负面情绪，促进积极的思维变化，逐渐面对分离情境，减轻焦虑和抑郁症状。 

4.3. 个体辅导计划 

1) 建立良好咨访关系、收集资料、做出评定 
初次来访时，注重与儿童建立良好放松的咨询关系，并收集相关背景信息和主要症状的初步了解。

可以通过引导儿童进行沙盘游戏或绘制自画像的方式对其的内心世界进行初步的判断。 
2) 个体概念化 
了解儿童的自动思维：儿童的自动思维通常是与分离性焦虑障碍直接相关的负面思维，它们在分离

情境(或者想起与母亲的分离)中自动出现。咨询中需要引导儿童探寻其产生焦虑情绪的情境。例如：“如

果我离开了妈妈，我就再也不会感受到快乐了。”、“妈妈是我的全部，每次想到她不要我了，我就很

难过。” 
探索儿童的中间信念：儿童的中间信念是指导致分离性焦虑障碍出现的更一般的信念或规则，它们

可以影响自动思维(负面情绪)的产生。咨询中需要引导儿童探寻其产生焦虑情绪的原因。例如：“我需要

妈妈，我不能没有她。”、“我妈妈在我的小时候给了我很多欢乐，自从她不要我以后，我就再也没有

开心过了。” 
分析儿童的核心信念：儿童的核心信念是指隐藏在其内心更深层次的信念，这种信念形成在早期生

活经历(与母亲粗暴地分离)中。咨询中需要帮助儿童分析其产生焦虑情绪的核心信念。如：“我不值得被

关注。”、“我是个会拖累爸爸妈妈的孩子，不值得被关注。”、“可能我再乖一些妈妈就能回来了(讨
好人格)。” 

3) 进行认知行为治疗干预 
使用认知重建：针对核心信念进行个体辅导。使儿童了解自己并不是父母的拖油瓶，父亲或母亲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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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方的离开并不是自己的过错。自己不必通过讨好别人以获取他们的认可，也不必讨好父母以获取他

们的关注。帮助儿童建立“我值得被爱和关注”的核心信念。 
教授应对策略：针对负面情绪出现时进行的缓解策略。使儿童获得当焦虑与抑郁情绪出现后的应对

策略，如深呼吸、放松技巧和积极思考。 
进行暴露疗法：心理健康教师可以通过与儿童建立良好咨询关系逐步代替母亲在儿童心目中的地位，

再通过逐步疏离，使儿童暴露在焦虑情绪之中，这有助于儿童逐渐适应分离，降低焦虑水平。 
4) 进行家庭治疗干预 
与儿童不断深入交流的过程中，需关注儿童家庭所给他带来的不幸。咨询师需要在治疗开始之前进

行家庭评估，以了解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互动。 
随后咨询师可以开展家庭治疗会话，父母都需要参与一起探讨家庭中导致儿童产生严重心理障碍的

原因与影响，例如儿童与他们之间的沟通问题、亲子关系问题或分离性焦虑对整个家庭的影响。 
最后可以帮助家庭成员解决心理冲突和改善与儿童的沟通现状，以建立更健康的家庭环境，从而可

以减少家庭内部的紧张，并有助于儿童的治疗进程。 

4.4. 进行辅导反思 

在结束咨访关系后及时针对此次咨询过程中的优点和缺点及时做好记录，并进行辅导反思。 

5. 结语 

本文以精神分析的视角探讨了电影《深海》中主人公“参宿”的梦境与现实复杂又奇幻的关系，以

及“参宿”产生分离性焦虑障碍的根本原因，呈现了早期关系中的信任和分离问题对个体内心的深远影

响。针对“参宿”的分离性焦虑障碍，本文提出了基于认知行为疗法的个体辅导计划。此计划旨在协助

类似儿童重新建立对自我的信任感，解决其内心冲突，逐步实现自我分离和独立，促进心理健康发展。

本文目的旨在深刻探讨精神分析与分离性焦虑障碍之间的关系，通过提出具体可行的个体辅导计划，为

克服分离性焦虑障碍的儿童提供支持。通过深入分析电影表象下的心理现象，本文不仅有助于深刻理解

精神分析视角下分离性焦虑障碍的发病机制，同时为儿童心理健康领域提供有益经验。因此，本研究的

意义不仅在于揭示个体心理内在世界的复杂性，更在于为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治疗和干预提供了实质性

的理论支持与方案。 

参考文献 
[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梦的解析[M]. 亦言, 译.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1: 448-449.  

[2] 理查德·格里格, 菲利普·津巴多. 心理学与生活[M]. 王垒, 等, 译.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6: 433-434.  

[3] 荣格. 心理类型[M]. 吴康,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467, 505, 516.  

[4] 卡尔·荣格. 荣格心理学[M]. 张楠, 译. 南昌: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9: 343, 639.  

[5] 陈双, 皮梦君. 小班幼儿入园分离焦虑的成因及策略研究[J]. 教育观察, 2023, 12(24): 69-72.  
[6] Alabduljabbar, R. and Alsakran, R. (2023) Leveraging IoT to Address Separation Anxiety in Preschoolers: A Tech-

no-Psychological Approach. Electronics, 12, 3479. https://doi.org/10.3390/electronics12163479  
[7] Gabrielle, G., Arya, A., Rachel, M., et al. (2023) Maternal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during the Child’s First Year and 

Later Separation Anxiety Symptoms. Health Education Behavior: The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Society for Public 
Health Education, 50, 10901981231188137. https://doi.org/10.1177/10901981231188137  

[8] Roh, P. (2019) Implications of Margaret Mahler’s theory, the Psychological Birth for Pastoral Counseling. Theology 
and Praxis, 67, 371-394. https://doi.org/10.14387/jkspth.2019.67.371  

[9] 赵恒春. 从分离—个体化理论看青少年逆反现象[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 2015, 15(1): 39-42.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3378
https://doi.org/10.3390/electronics12163479
https://doi.org/10.1177/10901981231188137
https://doi.org/10.14387/jkspth.2019.67.371


潘汪哲昊 等 
 

 

DOI: 10.12677/ae.2024.143378 351 教育进展 
 

[10] 王国芳. 克莱因与客体关系学派的建立与发展[C]//第十一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 第十一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

议论文摘要集. 开封: 中国心理学会, 2007: 251. 
[11] Zeigler-Hill, V. and Shackelford, T.K. (2020) Encyclopedia of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Springer Inter-

national Publishing, Berlin, 3284, 3286. https://doi.org/10.1007/978-3-319-24612-3  

[12] 金圣华. 依恋内部工作模式的新视角: 客体关系学派的表征[J]. 社会科学家, 2015(2): 52-55. 

[13] 江慧. 怎样努力才有用——认知行为疗法应用于小学生学业焦虑个案辅导[J].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2023(15): 
48-50.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3378
https://doi.org/10.1007/978-3-319-24612-3

	精神分析视角下的分离性焦虑障碍与个体辅导
	——以电影《深海》为例
	摘  要
	关键词
	Dissociative Anxiety Disorder and Individual Counseling from a 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
	—Taking the Movie “Deep Sea” as an Example
	Abstract
	Keywords
	1. 《深海》梦境的背景
	2. 精神分析视角下的梦境与现实
	2.1. 自身部分
	2.2. 自我部分
	2.3. 阴影部分
	2.4. 阿尼玛部分
	2.5. 阿尼姆斯部分

	3. 分离性焦虑障碍分析
	3.1. “分离焦虑”与“分离性焦虑障碍”
	3.2. 基于精神分析–分离/个体化理论的分析
	3.3. 基于精神分析–客体对象关系理论的分析

	4. 针对分离性焦虑障碍的个体辅导计划
	4.1. 辅导目标
	4.2. 理论依据
	4.3. 个体辅导计划
	4.4. 进行辅导反思

	5. 结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