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3, 12(12), 7138-7144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12973  

文章引用: 程煜琦, 丛贝勒. 结构式团体沙盘心理技术理论分析及应用探析[J]. 社会科学前沿, 2023, 12(12): 7138-7144.  
DOI: 10.12677/ass.2023.1212973 

 
 

结构式团体沙盘心理技术理论分析及应用探析 

程煜琦，丛贝勒 

福建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福建 福州 
 
收稿日期：2023年10月25日；录用日期：2023年12月6日；发布日期：2023年12月14日 

 
 

 
摘  要 

结构式团体沙盘心理技术是在荣格分析心理学及积极想象技术的基础上，融合多拉卡尔夫沙盘游戏理论

结合中国心理健康发展特色而创设的一种新型沙盘心理技术，目前正处在蓬勃发展的阶段；对此新型技

术的理论背景与操作特点缺乏介绍与探究。为此，结合在珠海自闭症互助协会所做的结构式团体沙盘心

理技术辅导个案，概要介绍结构式团体沙盘心理技术的理论与操作，同时探索该项技术在实践中的具体

应用，为深层次完善、提升该项技术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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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Jung’s analytical psychology and positive imagination technology, the structured 
group sandbox psychological technology is a new sandbox psychological technology, which is cur-
rently in the stage of vigorous development by integrating Dorakov’s sandbox game theor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mental health development. And theoretical background and opera-
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new technology, lack of introduction and inquiry for the paper in Zhu-
hai autism society structured group sand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case technology, overview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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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d group sand psychological technology theory and operation, and to explore the applica-
tion of the technology in practice to further improve the technology to offer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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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沙盘游戏，是一种通往无意识内容的积极技术，主要通过摆放模具和塑造沙盘内的沙子来建立一个

与个体内在状态相对应的世界[1]。随着近年来心理工作者的研究和推广，沙盘游戏这项心理技术在我国

已日趋完善且呈现出多样化发展，适应中国国情符合中国社会当下需求的结构式团体沙盘心理技术应运

而生，结构式团体沙盘心理技术是实现心理咨询技术本土化的必经阶段，亦是本土化心理咨询技术的重

要成果。 

2. 结构式团体沙盘心理技术的理论背景与操作特点 

结构式团体沙盘心理技术是在荣格分析心理学与卡尔夫沙盘游戏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文化整合

了团体心理辅导、螺旋心理剧、积极心理学等某些理念和技术的新型沙盘心理技术[2]，充分了解结构式

团体沙盘心理技术理论背景与核心要素是认识发展该项心理技术的重要途径。 

2.1. 结构式团体沙盘心理技术的理论背景 

2.1.1. 荣格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 
荣格分析心理学的核心在于“集体无意识”(collect Ive unconcussion)、“原型”(archev type)、和“原

型意象”等理论，及其词语联想、梦的分析和积极想象(active imagination)的临床方法，这些也都是沙盘

游戏的重要基础[3]。沙盘心理技术的使用主要体现在意识与无意识的沟通，荣格认为人类的无意识包括

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个体无意识是由情结构成，而集体无意识由原型构成，沟通意识与无意识是

让来访者获得自愈的关键，而沙盘游戏心理技术充分使用了荣格分析心理学中对于转化治愈的理念，通

过沙盘作为意识与无意识沟通的载体，可以更好的融合荣格分析心理学理论与技术，在沙盘中创作与创

造自我治愈转化的空间，同时，荣格本人也是中国文化的爱好者与研究者，他不仅喜欢中国文化还从事

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度研究，他与魏礼贤合著的《金花的秘密》一书充分彰显出荣格对于中国文化深厚的

造诣，也说明中国文化影响着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为后来荣格学派的发展提供者着启示。 

2.1.2. 多拉·卡尔夫的整合 
沙盘游戏疗法的诞生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威尔斯的地板游戏、洛温菲尔德的游戏王国技术、多拉卡

尔夫的沙盘游戏技术，可以说威尔斯是沙盘游戏诞生的启蒙者与引导者，威尔斯(H. G. Wells, 1866~1946)
偶然间发现他的两个孩子在童年时期经常在地板上玩各种游戏，他们在地板上用玩具制作各种场景，演

绎着不同的故事。威尔斯发现孩子们在游戏时玩的愉快且专注，并展现出表现超越平时的想象力和创造

性。随后，威尔斯尝试和孩子们一起全身心投入到游戏之中，经过体验观察，威尔斯认为这种游戏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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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人的创造性思维。威尔斯便把这一游戏称为“地板游戏”(Floor Games)，并于 1911 年出版了《地板

游戏》一书，该书详细介绍记叙了这种被人们习以为常的游戏。多年之后，威尔斯的两个儿子长大成人，

对父亲陪同他们一起进行的“地板游戏”念念不忘，认为那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光，对他们健康的成长有

着很大的作用。直至 1923 年，荣格在英国讲课的时候，威尔斯曾邀请荣格一起晚餐，并分享与探讨了有

关的研究与思想，彼此都有着很深的印象与启发。威尔斯并不是一个心理学家，只是因为父爱的本能，

细心地用文字和图画记录了孩子们的成长。但是，这些记录的内容对于研究孩子的心理有着重要的作用。

正是因为受到威尔斯的启发，洛温菲尔德才创建了“游戏王国技术”(The World Technique)，在洛温菲尔

德的《童年游戏》一书中指出：“游戏是儿童接触与适应环境的重要手段，儿童的游戏在本质上与成年

人在社会中的工作一致，游戏可以沟通儿童的意识与情感体验，游戏能够让儿童感到愉悦和轻松的体验”。

这些理念影响了沙盘游戏的创设及操作核心，曾作为分析心理学学习者的多拉·卡尔夫女士对洛温菲尔

德女士的理念和游戏王国技术非常认同和推崇，多拉·卡尔夫结合自身分析心理学背景对前人技术加以

总结和发展，从而形成了现代沙盘游戏疗法的操作流程和理论体系，沙盘游戏创始人卡尔夫也认为她是

在荣格分析心理学和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整合了威尔斯以及洛温菲尔德的专业技术总结出沙盘游戏理论。

卡尔夫本人就是一名荣格学派的心理分析师，对荣格理论的继承研究是其重要的体验，在多拉卡尔夫整

合沙盘游戏之初，中国文化对于她的影响无疑也是巨大的，尤其是受《易经》阴阳五行乃至周敦颐新儒

学的影响[4]。因此，沙盘游戏也充满了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点。沙盘游戏的工作重点是一种超越意识

的工作模式，不用因果、数据、文字，而使用深层次的象征作为语言，来访者的治愈就是在这些象征和

无意识之下开展的重要内容。 

2.1.3. 国内学者的理论与实践完善 
在申荷永教授、范红霞教授、张日昇教授等国内一批著名心理学家、学者的介绍和引进下，使沙盘

游戏这种原属于欧美心理咨询中使用的心理技术走进中国并逐步发展，由于沙盘游戏是建立在荣格分析

心理学的基础上，所以对于荣格理论的掌握和实践一直是沙盘游戏的重要内涵，将荣格分析心理学理论

解读、解析并为心理学人士及大众普及是对荣格理论的重要完善，更是对荣格分析心理学理论中国化的

尝试。同时，如何让沙盘师更好开展工作，服务广大社区百姓，也是沙盘游戏中国化实践中遇到的重要

问题与挑战。传统沙盘游戏在咨询活动中往往使用个体咨询，长时间多角度深层次的寻求咨询师与来访

者的无意识工作，这对我国庞大的基层心理健康普及工作的深入广泛开展较为不利。因此，为了适应我

国国情而开创出团体沙盘心理辅导咨询的新模式势在必行，利用结构化的团体辅导结合沙盘游戏治愈转

化的力量，为基层心理健康建设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和发展动力。所以，如果没有了对于传统荣格分析

心理学沙盘游戏的深入学习和推广，结构式团体沙盘心理技术也无法得完善和发展。 

2.2. 结构式团体沙盘心理技术中国特色与操作特点 

就目前而言，我国心理咨询行业虽然不断发展，但和国外先进国家相比普及性还是存在差距[5]。心

理咨询行业普及性不足一是受到我国人口基数所影响，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的心理咨询技术方法大多

来自欧美属于舶来品。使用国外心理咨询理论方法，对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群体开展咨询，会使来访者明

显感受到“不接地气”。这也与社会文化有关。有研究指出，社会文化不仅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我们的认

知情绪，也影响我们的心理状态和应对心理问题的方式[6]。因此，结构式团体沙盘心理技术将理论与实

践赋予中国化的内涵，让其能更好的服务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沙盘师与来访者。 

2.2.1. 结构式团体沙盘心理技术操作特点 
随着沙盘心理技术进入中国，在多位学者的大力推广下，沙盘心理技术已逐渐被大众接受，且为广

大咨询人员所使用。由于沙盘使用人员的理论理解与技术操作水平良莠不齐，导致沙盘被作为评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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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工具的情况较为普遍，沙盘心理技术作为评估工具比起具备常模、标准化、信度效度指标的量表就显

得异常逊色，就像书本的主要作用应该是获取知识，而我们却用书本来垫桌子，本末倒置，不能让书本

发挥其最大作用和真正的用途。所以，结构式团体沙盘心理技术强调充分使用沙盘的治愈功能，切实让

咨询师和来访团体感受到治愈的力量，而不是卖弄所谓的沙盘评估与测量，结构式团体沙盘心理技术重

视治愈的作用，将“四不”即：“不评估”、“不解释”、“不分析”、“不判断”作为核心要素之一(见
图 1)，其旨在利用沙盘心理技术无意识层面工作的操作方式，增强来访者与咨询师的无意识沟通，从而

提升沙盘游戏的治愈效果。同时，结构式团体沙盘还强调在操作时要积极为来访者提供一个“自由与保

护”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内以默默欣赏、真诚分享、用心感受的态度来开展咨询工作，为来访者提供辅

导，充分尊重来访者的咨询感受。并在传统心理咨询共情的基础上，扩展了与来访者更多的无意识互动，

增强结构式团体沙盘技术的体验性与治愈力(见图 2)。 
结构式团体沙盘心理技术另一核心要素为“庄家”的设置，“庄家”在金融概念里是占有资本较多

且可以进行资本分配的人或集团。在结构式团体沙盘心理技术中，“庄家”的角色设置类似组长，比团

体其他成员有更多的权利同时拥有更多的成长空间，通过轮流坐庄使团队成员都能体验和享受到庄家机

会从而促进团体的整体成长。同时，心理咨询师应当保护来访者隐私，尊重来访者隐私[7]，在常规团体

咨询中咨询师可以保障来访团体的隐私要求，但是团体小组成员对彼此隐私的保护性不容乐观，结构式

团体沙盘心理技术的“宣誓”要素有效的解决了该问题，通过小组成员对保护彼此隐私的宣誓，保障团

体内小组成员的隐私不会泄露，提高团体咨询的隐私保护。结合以上操作核心理念与操作特点，不难发

现在结构式团体沙盘心理技术的开展中，为参与者开辟了一条个人意识与集体意识的沟通渠道，通过建

立自由与保护的空间让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充分交流，沟通无意识之间的工作，以达到自愈与治愈的神

奇转化。 
 

 
Figure 1. The core elements of structural group sand play psychotherapy 
图 1. 结构式团体沙盘心理技术核心要素 

 

 
Figure 2. The therapeutic process of structural group sand play 
psychotherapy 
图 2. 结构式团体沙盘心理技术疗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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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中国特色的沙盘师自我发展与提升 
沙盘师稳定健康的人格特质是获得良好咨访效果的前提。结构式团体沙盘心理技术重视沙盘师人格

特质的稳定和发展，由此提出中国特色沙盘师“人格公式理论”。有效解决了沙盘师人格成长和自我认

知的发展问题，即：“王某 = 王爸爸(家庭角色) + 王蛋蛋(非性的亲密关系角色) + 王沙盘师(社会角色)”
王某意识化的主人格为“爸爸、蛋蛋、沙盘师”而其侧面人格更多的是以无意识的形式呈现的，所以用

“王蛋蛋”来命名，王蛋蛋是王某经历过的“非性的亲密关系的需要”，并对其满足、实现后正性、肯

定积极的情绪体验，反之则是负性、否定消极的情绪体验，这些体验是不曾意识化的，是构成王某次人

格的主要部分，同时影响王某主人格的稳定，例如：打骂孩子的王某就是就不是真正的“王爸爸”，而

是“王蛋蛋”借用“王爸爸”的角色来满足其童年未满足的某个需要，影响主人格的稳定性。要使主人

格稳定，就要不断寻找发现家庭角色、当下角色的优秀品质。还需要促使相对稳定的主人格多察觉、接

纳、认识、非性亲密关系角色，并以家庭角色、当下角色尽量满足非性亲密关系角色的需要，稳定主人

格并和谐三种角色。荣格认为人类具有意识和无意识，而无意识中又包括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个

体无意识是依赖个体经验而存在的，主要由被意识到但是又被遗忘压抑或从意识中消失的内容构成[8]，
深层探究这些内容，发现其大多是由具有情绪色彩的情结构成，在环境的作用下，情结的触发可以干扰

意识过程，因此解决情结的干扰作用是必要的，在实际操作中就要采取“意识容器扩大”训练来解决这

一问题，意识是由对外界所有感知觉以及对自身思想、记忆情感的觉察组成[6]。而“意识容器”是指意

识的空间或意识范围，扩大“意识容器”是帮助我们发现人格公式中家庭角色、社会角色优秀品质的重

要手段，通过不断扩大“意识容器”，可以让来访者深切感受到主次人格的稳定，逐步肯定接纳自己非

性亲密关系角色的需求，为圆满成功的咨询辅导关系提供助力。 

3. 结构式团体沙盘心理技术在孤独症儿童父母团体咨询的应用研究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其核心是以社会交往窄、重复行为、狭窄兴趣为主要临床特征[9]，我国有近一

千万的自闭症家庭，其中 0~14 岁的自闭症儿童超过 200 万[10]，面对如此庞大的孤独症群体及其家庭，

如何做好心理层面的工作，切实有效地帮助孤独在群体及其家庭是所有心理工作者的愿望和目标。 

3.1. 结构式团体沙盘心理技术对孤独症儿童父母的积极作用 

目前，对孤独症群体进行心理辅导咨询的技术和方式较为丰富，但对孤独症群体家庭成员的心理支

持与咨询辅导却异常缺乏。有临床研究指出，孤独症儿童父母压力过大，而父母压力是指父母感受到关

于角色需求方面的心理反应[11]。同时，另研究表明，孤独症儿童父母的抑郁、焦虑水平高于正常儿童、

唐氏综合征患儿和智力障碍患儿父母[12]。由此可见，缓解孤独症儿童父母压力，疏导其负性情绪是应该

引起心理工作者重视和关注的。 
在临床咨询中孤独症儿童父母由于长期压力积蓄，进行咨询辅导时往往容易出现情绪易激惹，情绪

极端化，不利于咨询工作的深度开展。而结构式团体沙盘心理技术的特点是非言语交流且重视“自由与

保护”空间的建立，尤其是在孤独症儿童父母团体中开展更能体现沙盘心理技术本身的“治愈与转化”

的特点，在团体中产生强大的治愈力量，消除该群体的负性情绪[13]，同时，“心理生态链”咨询模式也

是结构式团体沙盘心理技术的另一特点，健康的心理状态与所处的环境密切关联，健康的心理环境带来

的心理状态亦是健康、积极的，所以在团体咨询中构建健康的心理生态链甚为关键。使用结构式团体沙

盘结合不同主题在孤独症儿童、孤独症儿童父母、特殊教育辅导机构老师等各个群体间进行教育引导，

构建统一的健康心理生态链，有助于加强、提高团体咨询效果，也可以让生态链中各个群体健康、平衡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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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在孤独症儿童父母心理辅导中的操作过程和效果 

首先，在珠海市自闭症互助协会开展的团体心理辅导中引入结构式团体沙盘心理技术，在协会中采

取自愿报名的形式，筛选主诉感受为压力大、较焦虑的被试，使用 SAS、SDS 量表再次筛选(SDS、SAS
均分大于等于 45 分筛选为被试)，最终选择被试 12 名，进行结构式团体沙盘心理技术辅导，时间为每周

一次，每次时长 2 小时，共计 10 次。 
操作过程：1) 分组与团体建设，被试人数结合沙盘个数，将被试分为两个小组。其中 6 人为一个小

组使用一张沙盘，开始进行组内团体建设，以破冰游戏开始，以让小组成员熟悉彼此结束，核心理论为

祖夏利之窗。2) 能量式摸沙，在结构式团体沙盘心理技术中，摸沙的设置异常关键，用 5~10 分钟的时

间让被试充分感受沙盘中沙子的能量，建立无意识与沙盘的联结。3) 章回体式沙盘创作，根据结构式团

体沙盘心理技术特色结合被试人群特点进行沙盘中沙具的选取和沙盘内容的创作，4) 组内组间感受分享

5) 总结宣誓 
效果：通过上述 10 次共计 20 小时的结构式团体沙盘心理技术辅导，被试主诉问题明显减少，在对

被试的访谈中，被试群体对结构式团体沙盘心理技术表示肯定，并认为压力感明显减少，积极情绪体验

显著提升，且 SAS SDS 量表后测得分平均为 30 分。 

4. 总结与展望 

结构式团体沙盘心理技术是一种结构化的心理治疗和辅导方法，通过模拟和表达个人内心世界与情

感体验，帮助个体和团体成员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情感、需求和冲突，并促进个人成长和团队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沙盘游戏自创立以来就重视儿童行为心理问题的研究和探索[14]，沙盘游戏有利于儿

童行为心理问题的解决和恢复，而结构式团体沙盘心理技术不仅可以在心理咨询的基础上对儿童开展更

多的帮助辅导，还可以通过团体协作增强儿童的心理健康建设，预防儿童心理问题的产生。在沙盘游戏

发展的过程中，我国学者将中国文化和元素融合进沙盘游戏中，使其更切合中国群体的需要，并在实践

中取得较好的效果，逐步发展为一个成熟的本土化咨询技术。所以，自信的看待本土化的心理咨询技术、

自信的使用本土化的心理咨询技术、自信的推广本土化的心理咨询技术，是文化自信在心理研究和实践

中最好的解读，也是对在心理咨询层面本土技术创新的落实和推动，沙盘心理技术创设之初就蕴含中国

文化、中国智慧，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而结构式团体沙盘心理技术则是在传统沙盘心理技术基础上兼

收并蓄，推陈出新，立足当下的社会实际而创设的，为此，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并在多层面研究与

使用结构式团体沙盘心理技术，主动参与当下的心理咨询、教育辅导等多个方面，为心安、民安、国安

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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