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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心理动力学的咨询方法——精神分析疗法作为研究对象，以高中生学校心理咨询为研究个案，通

过分析该疗法在心理咨询实践中的流程及预期效果，尝试对精神分析疗法在学校心理咨询中的特点、影

响及存在不足进行反思总结，并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精神分析疗法符合于大部分现实中短周期、浅

层次的学校心理咨询的可行性方案。文章以大学生心理学课题研究为观察视角，将研究范围定位于中学

生心理健康咨询，为精神分析疗法在学校咨询中的合理运用归纳有效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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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takes psychodynamic counselling method, psychoanalytic therap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akes school counselling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s the research case. By analyzing the process 
and expected effects of this therapy in counselling practice, it attempts to reflect and summarize the 
characteristics, impacts and shortcomings of psychoanalytic therapy in school counselling, an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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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basis, we further propose a feasible solution for psychoanalytic therapy to be compatible with 
short-period, superficial school psychological counselling in most realities. The article takes the 
study of university students’ psychology as an observational perspective, and sets the scope of the 
study at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mental health counselling, in order to summarize the effective 
experience of the rational use of psychoanalytic therapy in school couns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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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家 R.S.伍德沃思率先掀起了动力心理学的浪潮。过往的心理

学家由于深受 19 世纪的生理学影响，对研究意识的结构及感知觉等心理过程拥有着偏好，R.S.伍德沃思

对构造主义心理学家们的偏颇深感不满，认为将构成元素从心理过程中抽离，是忽视了心理过程的整体

性，而只注重心理结构构成元素却忽视形成人意识的内驱力，无疑是将人的心理过程看成了机械式系统，

并不能良好地解释人的意识与行为产生的深层原因，1958 年，R.S.伍德沃思发表《行为动力学》1 一书，

详细阐述了其观点。动力心理学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能够算是一种心理学流派，而是一种心理学理念，

包含了诸多以研究心理内驱力为主要对象的心理流派的核心观点，而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正是动力心理

学的代表性理论。精神分析学派认为，人的心理包含两个主要部分，即意识和潜意识(无意识)，而人类的

很多心理问题及心理病症想要得到根治，并不能通过意识层面的治疗发挥作用，而是必须深入潜意识领

域，帮助人们将被迫压抑在潜意识领域的“死亡本能”2提取到受理性控制的意识领域，以社会允许的方

式发泄出来(冯缙，2011)。随着时代发展，精神分析疗法已经逐渐普及到心理咨询治疗的众多领域，也逐

步受到了学校心理咨询的青睐。 
“密码”是一种按特定法则编成，用以对通信双方的信息进行明密变换的符号系统，即将公开的、

标准的信息编码表示的信息通过一种变换手段，将其变为除通信双方以外其他人所不能读懂的信息编码

(邓安文，2006)。而将“密码”这一概念运用到心理学领域，实际上是指代某种特殊的心理治疗方法，同

常识性的心理咨询知识不同，该类型疗法具有一定的专业门槛，具备某种心理学流派的系统性理论支撑，

并且需要经专门的训练和长时间的学习才能加以掌握。此时，心理治疗技术便类似于一种特殊的编码，

其所代表的心理学流派便是背后所支持的“编码系统”。笔者将通过对具体面接案例的分析，展现精神

分析“密码”的过程与独特优势，并对其在学校心理咨询中的运用提出建设性意见。 

2. 精神分析疗法的具体流程 

精神分析疗法的治疗的流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心理活动探索(洞察)、综合了解心理状况(深层

Open Access

 

 

1R.S.伍德沃思 1918 年出版了《动力心理学》一书，并于 1925 和 1930 年写了两篇论文，对动力心理学作了明白的阐述。 
2死亡本能(death instinct)又被称为毁坏冲动、攻击本能或侵犯本能，由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提出。他认为，死亡本能是一种与

生俱来的，要摧毁秩序，回到前生命状态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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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指导解释、工作修通。要想合理使用精神分析疗法，洞察是极其重要的环节：首先，咨询师要通

过与病人的面谈交流与初步了解，来确认其心理病症是否属于深层次的潜意识病症，其次，要明确症结

出现的原因以及面前的行为动机和理由，而这一环节便具有很大的操作性难度，因为大多数重症患者并

不可能将其深层的心理问题直接暴露到咨询师面前，甚至部分患者自己并不能够察觉自身存在有严重的

心理问题，因此这便需要咨询师拥有过硬的专业素养以及耐心地进行全面了解。在这一阶段咨询师往往

会运用自由联想、意象对话、沙盘疗法等治疗技术，也会借助心理量表等其他心理流派的方式来辅助洞

察，严重者则需要借助催眠技术 3，直接进行“梦境解析”，深入梦境发掘患者心理问题，面接之后，咨

询师一般还会对患者的社会关系进行深入了解，通过患者的家庭背景、过往经历、亲子关系及早期性心

理发展等方面来挖掘患者意识与行为背后的真正原因，如若碰到有家族遗传病史的患者，甚至有可能采

用族谱调查的方式，追本溯源，调查家族性心理病症的来源(潘威，2011)。 
对病人的心理动态及病情过程有了详细了解之后，便要进入解释澄清的环节之中。“解释”实质上

是咨询师帮助病人把潜意识的内容意识化，治疗师运用自身的潜意识、共情和直觉以及理论知识来达成

“解释”，通过观察患者的反应来判断解释是否沿着正确的方向。这一过程需要不断反复地进行，咨询

师可以通过暗示和提问的方式来达成心理暗示，逐步深入，帮助病人自行领悟，认识到其潜意识中的错

误认知或不当情绪情感。这一过程很多时候咨询师会直接面对患者的心理防御机制，病人可能阻抗治疗，

这就需要咨询师注重治疗的方式方法，提前向患者说明治疗中可能会出现的反应，同时鼓励病人说出其

认为治疗方法是否妥当，再向其解释采用该种治疗的原因和机理(周永平，2008)，达成情感上的吸收和转

变，对于抗拒情绪很深的患者，则要考虑转换治疗方案，采取更加柔性、慢性的治疗方案。 
最后，在帮助病人成功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错误认知或情绪情感之后，则要采取长期的心理治疗措施

和技术，帮助患者在实际生活中将潜意识中的不良情绪通过意识领域中符合社会公序良俗的发泄手段排

解出来，并不断引导监督、鼓励重复训练、逐步改善心理态度，促进情绪的成熟(何松，2008)。这一过程

是治疗中十分重要的部分，绝不能够幻想在短期之内就获得成效，其治疗周期还往往与病情严重程度直

接相关，病情越严重、患病时间越长，那么治疗周期也将持续延长。 

3. 面接案例分析 

此次心理咨询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小柱的女孩儿，进入高中之后，小柱就患上了厌食症 4，为了隐瞒

真相，她经常趁父亲不注意的时候，把饭菜都扔出窗外，或者倒入自己的外衣口袋。长此以往，小柱体

重骤减，父亲为此心急如焚，因为小柱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高峰期，虽然他使出浑身解数，每一顿饭到尽

量做得色香味俱全，却仍然不能勾起小柱的丁点食欲，半年之后，小柱终于从一名如花似玉的花季少女

变成了瘦骨嶙峋的病弱女孩儿。一次偶然的机会，学校心理咨询师认识了小柱，负责起了对她的心理咨

询治疗。咨询师通过与患者进行面谈聊天、心理测试量表的辅助，初步判定其为存在于潜意识领域的心

理病症，决定采用精神分析疗法对其进行治疗。 
咨询师在洞察患者的心理病因和症结时，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在初步治疗中，咨询师先采用意象对

话的方法，用舒适平缓的语言和超强的共情能力，与患者建立起了信任感，使其能够暂时放松自己的心

理防御机制，任意地说出自己心中能够联想到的意象。在意象对话的过程中，咨询师听到了小柱口中“钢

铁房子”“火灾”的密闭意象，这代表着小柱的内心始终是封闭的，深藏着外人所不能触碰的秘密，而

 

 

3 催眠术(hypnotism)，源自于希腊神话中睡神 Hypnos 的名字，它是运用心理暗示和受术者潜意识沟通的技术，因为人类的潜意识

对外来的信息的怀疑、抵触功能会减弱，因此施术者会用一些正面的催眠暗示(又称信息，例如信心、勇气、尊严)替换受术者原有

的负面信息(又称经验，例如焦虑、恐惧、抑郁)，从而让受术者能够产生和原有不同的状态。 
4厌食症(Nervosa)就是由于怕胖、心情低落而过分节食、拒食，造成体重下降、营养不良甚至拒绝维持最低体重的一种心理障碍性

疾病。厌食症并非天生的生理性病症，而往往是后天形成的心理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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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进一步的联想，房子内部出现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的脸恰好就是父亲的模样，由此，咨询师合理

推断，小柱潜意识之中的秘密，就跟其父亲有关。咨询师联系小柱父亲，了解其与小柱的相处模式，以

及从同学、老师、亲戚中得到的基本信息，发觉小柱的生活中一直缺少母亲的存在，母亲似乎对于小柱

来讲是一个消失的角色。因此，咨询师开始尝试询问小柱母亲的基本情况，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小柱印

象中的母亲一直都是一个不负责任、抛弃家庭、不守妇德的负面形象，而这些评价全都来自父亲与其身

边的亲朋好友，可是小柱的内心却并不相信这些评价。问到深处时，小柱开始表现出抗拒，并且原本稳

定的情绪又开始陷入恐慌，而从她的话语中，咨询师听到了：“不行，不能像妈妈一样，这样就对不起

爸爸了，爸爸非常爱我……”基于这样的情况，咨询师改变了咨询策略，决定采用更加柔和的方式探寻

事情真相，于是，她带领着小柱做沙盘游戏，运用沙盘疗法来探究小柱的症结所在。小柱就将一个高大

的男性人偶和一个粉红色的女性人偶放在了一起，它们分别代表小柱的父亲和小柱本人，接着她又将另

一个红色的女性人偶放到远处，经分析可得知沙盘中代表小柱本人的粉色，与代表母亲的红色人偶虽相

隔甚远却遥遥相望，人脸的朝向代表了她内心的期待，其寓意已经不言自明，那就是她的内心是深深渴

望并依恋自己的亲生母亲。 
于是，咨询师找到了小柱父亲，通过与父亲的对话沟通，才彻底得知了关于小柱母亲的真相：原来，

他和小柱的母亲是包办婚姻，小柱的母亲也是无奈，被迫与自己结婚，离开了心爱的男人，后来选择离

开自己，也是为了追求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这场婚姻本就是荒唐，可是他却没想到这场以为过去了的

事情却对小柱影响这么大。其实，前妻每个月都给小柱写了信，她之前还专门回来要看小柱，是小柱父

亲不让她们见面。青春期的来临，小柱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都渐渐发生了变化，有些变化已经不被其

意识所控制，比如，小柱不再愿意事事都告诉父亲，不再愿意父亲为自己清洗内衣，不再愿意由父亲陪

伴着去挑选发卡和橡皮筋，也不再愿意父亲太关心他的学校交了什么朋友，再比如，以前放学后，她总

是急着往家里赶，因为她知道父亲需要陪伴，而现在她不再急着往家里赶了，就更愿意服在操场的栏杆

边看隔壁班的男生打篮球，这时每个人都会面临着正常的身体发育和自我独立意识的觉醒，然而这在小

柱的心中却与背叛产生了关联：她将青春期要求独立的正当需求和母亲对父亲的背叛画上了等号，因为

妈妈离开爸爸是不对的，所以要独立，要离开爸爸也是不对的。 
在彻底了解了病情全貌后，咨询师将小柱和父亲叫到一起，引导父亲为小柱认真地说明了事情的真

相，小柱父亲还将母亲多年来写给小柱的信递给了小柱，小柱顿时痛哭流涕，说道：“谢谢爸爸，原来

我不是没母亲爱的小孩！”后来，小柱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在信中，她充分表达了长久以来对母亲的

思念和眷恋，从那以后，小柱对父亲的爱终于有了正常的互通和交流，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治疗，小柱

的厌食症状开始有所缓解，当然要真正痊愈，她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4. 咨询师的精神分析疗法技术运用 

4.1. 洞察与深层洞察 

4.1.1. 意象对话 
心理咨询前期，咨询师耐心地对患者的心理症结和其病因的所属类型进行洞察。在初步治疗阶段，

咨询师的“意象对话”成功帮助患者小柱卸下心防，建立起信任感，让小柱在轻松、自然的状态之下凭

借个人的感觉描绘出自己内心所联想的意象。而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咨询师从其口中听到了“密闭房

子”“铁窗”“火灾”等具有封闭性、具有压迫感的意象，浮现在脑海中的事物都展现出其内心是存在

着激烈的矛盾和情感症结的，但她却情愿将其压抑、封闭起来，不愿展现给外人。而在进一步的患者自

述中，提到在房子内部看到的是父亲，则表明其心理症结与其父亲密切相关，在这一基础之上，咨询师

决定从关键人物——父亲入手，侧面探寻小柱的深层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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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社会关系调查 
咨询师在洞察阶段并不拘泥于对患者本人的片面交谈这一单一手段，还积极通过与小柱的父亲、同

学、老师、亲戚等周围与小柱有密切接触的对象间的交流，了解小柱的生活状态。也正是在社会关系调

查的过程之中，咨询师得知小柱的生活中缺少母亲的存在这一情况，为心理咨询打开了突破口，开始集

中询问小柱母亲的基本情况，分析在小柱的内心中对母亲的印象，以及其在谈论有关母亲的信息时的抗

拒与激烈反应，成功将小柱内心深层次的症结病因挖掘出来。 

4.1.3. 沙盘疗法 
沙盘疗法，亦称箱庭疗法，是在治疗师的陪伴下，让来访者从摆放各种微缩模具(玩具)的架子上，自

由挑选小模具，摆放在盛有细沙的特制的容器(沙盘)里，创造出一些场景，然后由治疗师运用荣格的“心

象”理论去分析来访者的作品(王萍，黄钢，2007)。当患者表现出抗拒与恐慌，运用防卫机制保护自己，

不再进一步配合治疗时，咨询师灵活调整治疗技法，运用沙盘游戏来帮助患者打开心结，从小柱摆放的

人偶朝向便可以看出，小柱的内心对母亲存在深深的依恋，但却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将其与母亲对立

分离，并且将父亲与自己摆放在一起，同样与母亲遥遥相望，这便直观地显示出小柱的根本症结在于家

庭关系，以及小柱自身在父亲和母亲之间可能存在的微妙情感。 

4.2. 解释澄清 

在深度洞察环节的基础之上，咨询师已经初步得出患者的病因来源，将沙盘游戏的结果及时分享给

父亲，并且进一步从其口中了解小柱与母亲的关系。第二次与父亲的面谈，将小柱症结的根本原因挖掘

了出来，小柱的内心错误地将青春期要求独立的正当需求和对母亲的依恋与对父亲的背叛产生联系，认

为妈妈离开爸爸是错误的，受社会指责的，所以要独立，要与爸爸相分离的空间也是无法原谅且不可接

受的。咨询师将患者头脑中的错误观念发掘出来之后，组织父亲与小柱见面，希望通过还原事件真相的

方式，澄清整个事件发生的真实情况与原因。 

4.3. 倾诉与修正 

咨询师在“工作修正”阶段巧妙运用阅读母亲来信的方式，让患者本人柔和化、循序渐进式地了解

事情全貌，并加之父亲本人的陈述，了解到自己的母亲并非所谓的“坏人”，当时的离开实属无奈，选

择离开父亲，是为了追求真正属于自己幸福的正当选择，其实这么多年以来，母亲一直对自己满怀着深

深的爱与关怀，只是自己并未知晓。最后，伴随着小柱的真情流露，其心结也逐渐被打开，咨询师引导

小柱以精神领域内符合社会公序良俗的发泄手段——写信来倾诉自己内心的想法与情绪，在宣泄的同时，

纠正存在于自己潜意识中的错误认知。当然，存在于潜意识领域的错误观念修正并非一时之功，不可急

于求成，日后小柱需要在咨询师的引导之下不断强化、重复正确的观念，将原本存在于心中的错误认知

逐步地淡化、摒弃，最终彻底克服心魔，恢复健康的生活习惯。 

5. 结论 

通过上述治疗“厌食症”的典型案例，可以看到精神分析疗法的许多优势，例如可以挖掘患者内心

的深层次病因，深入潜意识帮助患者纠正错误认知，针对重度及以上的严重性心理疾病，精神分析疗法

有着其他心理疗法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可是，针对学校心理咨询过程，精神分析疗法也显露出了很多问

题与客观困难，需要在现实运用中结合实际加以克服，下面笔者将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关的参考建议，

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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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治疗者层面：心理咨询师自身的专业素养 

从该治疗案例可以看出，无论医治何种症状，精神分析疗法都需要依赖于咨询师自身过硬的专业素

养。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之中，精神分析治疗师经常要面对种种突发的状况，这些状况大多都是由于患者

内心的防御机制，当这些防御措施错误地使用到心理咨询过程之中，排斥咨询师与自身的交流，那么就

将使整个治疗过程难以维系。在本案例之中，小柱大致呈现出了四种形式的心理防卫机制，分别是：压

抑、转移、逃避、替换，如若咨询师不能巧妙化解这些防卫机制给心理治疗带来的负面作用，那么该心

理咨询过程就会无疾而终。 
同样地，在进行心理治疗之前，与心理重症患者建立起充分的信任感，更是一大难题，这就要求咨

询师必须要精通与病人沟通的表达技巧，注重与患者交流的方式方法，时刻注意患者的情绪变化，整个

咨询过程都要如履薄冰。 

5.2. 疗程方案选择 

精神分析的疗程方案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即传统的弗洛伊德长程治疗、现代的短期治疗方案，结合

学校心理咨询可以提供的有限性资源，和在学校中学生有限的课余时间，很显然，更适合选择短程治疗

方案。短程治疗一般 20 次左右，每次治疗 50~60 分钟，每周一次，往往需要 1~3 个月左右(陈洁，聂雪

林，2013)，不求直接解决问题，只求产生问题解决的志向。 

5.3. 治疗技术与方法决策 

精神分析治疗的技术有很多，最为典型的当属弗洛伊德率先发明的“自由联想 5”及“梦的解析”6，

除此以外还有“意象对话”“箱庭疗法”(“沙盘疗法”)，甚至运用“药物催眠治疗”。而在古典精神分

析疗法之中经常运用到的“梦的解析”，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精力消耗，并且需要咨询师具备极强的催眠

技术才有可能实现(丛种，2006)，而且考虑到学校咨询的对象基本都为未成年学生，如若使用药物治疗，

将会对他们的神经系统造成难以估量的损伤和不必要的代价，因此催眠治疗类型的技术，并不推荐在学

校心理咨询中使用。最好的治疗方式应当是以“意象对话”为主，辅以“自由联想”和“沙盘治疗”来

洞察病因。在后期的治疗过程中，还应当尤为重视家庭治疗的作用，通过家庭的监督、帮扶以期达成心

理问题的解决(王立皓，陈刚，2006)。 

5.4. 治疗目标的合理制定 

精神分析疗法，是一种绝对不能企图短期出“奇效”的治疗方式，治疗师必须要做好长期治疗的准备，

咨询师往往要依据病情的发展状况，在不同的阶段设立短期目标，并且做好病情反复的准备(毕竟大多为重

症及以上的心理疾病患者)，逐步实现彻底根除心理疾病的最终目标。在学校心理咨询过程中，心理老师也

应当在使用该疗法时做好长期投入的准备，切忌急于求成，忽略患者本身的身心变化，必要的咨询步骤绝

对不能省略，配合着长期的强化、暗示甚至药物治疗，帮助患者慢慢打开心结，恢复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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