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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心理咨询与传统心理咨询在效果对比上发现，针对抑郁症患者的治疗效果十分相近，认知

行为技术在线上及线下的效果上无显著性差异，而社交恐惧症患者更倾向于在线心理咨询。治疗关系、

沟通方式、感官信息收集、心理咨询的设置这四个因素对网络心理咨询的效果有影响。在此基础上，对

网络心理咨询领域的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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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络心理咨询的现状

由于传统面对面心理咨询存在着一些局限，如偏远地区咨询师数量不够，资源局限导致选择服务的

余地缩小；路途遥远，时间成本太高；当面咨询所承担的社会污名化曝光的风险；经济压力的负担等，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网络的方式进行心理咨询。网络心理咨询带来了诸多便利：节省时间和经济成本；便

捷快速；实现优势资源的重新分配，让更多需要心理咨询的来访者受益。

网络心理咨询逐步盛行的今天，诸多问题有待研究。尤其是网路咨询的效果到底如何？网络咨询与

面对面咨询的效果差别体现在哪些地方？哪些因素会对网络咨询的效果产生影响？作为心理咨询师，从

事网络心理咨询工作时，需要考虑哪些影响因素以帮助自己的实践工作，以上疑问正是本文想要探讨的

地方。

2  网络心理咨询的效果

目前，国际上诸多学者对网络心理咨询的疗效存在质疑。当前大多数相关研究都集中于认知行为疗

法模型的网络应用及支持性网络团体的效果评估等研究领域。

Andersson（2005）在针对抑郁症患者的治疗研究中发现：网络心理咨询团体与面对面心理咨询团体

的疗效十分相近，经统计分析后发现两者之间的治疗效果无显著性差异［1］。通过研究网络自助小组

在治疗焦虑及缓解压力等症状方面的疗效，也发现了同样的结果［2］。Lynch（2014）对智能手机应用

程序所提供的行为和正念（认知行为技术）自助治疗的疗效进行研究后发现，此疗法（认知行为技术）

在面对面治疗时效果无异［3］。网络治疗方式不仅在焦虑和抑郁等情绪方面有不逊于面对面心理咨询

的疗效，对某些特定人群更是效果显著。Titov（2009）发现：社交恐惧症患者更倾向于在线治疗［4］。

由此可见，目前关于网络心理咨询效果的研究多关注于各类型患者在各症状上的效果比较。将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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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网络心理咨询效果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深入探讨，能够帮助国内研究者在此问题上深入思考，促进

网络心理咨询师了解可以从哪些方面来提升自己的网络心理咨询服务。

3  网络心理咨询的效果影响因素

3.1  治疗关系

Horvath 和 Symonds（1991）研究认为：无论心理咨询师采用何种理论方法，与来访者的关系才是最

重要的工具［5］。那网络心理咨询会给治疗关系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呢？

Cook 和 Doyle（2002）对比了两组来访者（一组在传统治疗环境中，另一组在网上）在咨询关系联

盟水平（Working Alliance Inventory）上的高低，结果没有发现显著性差异［6］。并且，在线心理咨询组

的来访者认为在线咨询相对于传统咨询方式而言，具有更自在、便利、灵活、方便的优势。此研究结果

打破了传统观点，即认为心理咨询师和来访者应承诺建立一种严肃、深刻、负责任的关怀关系。

虽有研究显示出网络心理咨询的优势，但其塑造的遥远空间依然可能对治疗效果产生影响。

Gallese（2003）发现，镜像神经元的存在，使得来访者和咨询师能够相互联系［7］。其中的作用机

制为当来访者表达情感、与心理咨询师互动时，咨询师会观察到对方的行为，彼此的脑神经会激活并

相互学习，从而形成了一个彼此相呼应的关系互动。治疗关系的变化是基于“当下时刻”的经验，即

隐性交流时刻［8］。这个过程中必须与真实的人，体验彼此的交流互动（除了声音，还有可能是气味、

肢体动作、表情等），一起经历真实的事件，产生此时此地的感觉和行动，这样当下的经验才会达到

治疗关系的深度联结的效果。

Cancrini（2006）和 Smith Benjamin（2003）指出，当心理咨询的治疗目标不仅旨在减轻症状，还针

对人格障碍时，身体存在更为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治疗联盟本身就是最强大的治疗工具［9］［10］。

研究发现，如果双方已经建立了一个稳固的治疗联盟再进行视频咨询的话，那与地面咨询的效果差异将

减弱，并可能完全消失。

但在咨询初期，仅仅透过网络看到或听到心理咨询师的话，并不能取代身体上的亲近感，而这种亲

近感本身有助于产生信任。只有近距离观察表情，感知彼此的一举一动，才能给来访者机会判断咨询师

是否值得信任，及咨询是否拥有可以改变生活的机会。这些是视频咨询可能做不到的。 

从面对面交流转向网络心理咨询后，会给治疗关系的建立和深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如何在网络

的情境下与来访者建立良好的治疗关系呢？先前的研究显示，传统心理咨询环境所建立的治疗关系是很

重要的疗效因素，而改成网络咨询后，如何让网络治疗关系对来访者有疗效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3.2  沟通方式

网络心理咨询改变了传统心理咨询的沟通方式，加入了文本文字、符号表情等多样沟通方法。其对

网络心理咨询效果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等方面内容是值得研究的。

Vallario（2012）提醒心理咨询师和来访者之间要注意使用网络信息交流的细节，比如回复的内容、

及时性、表情符号的应用及时间间隔等［11］。Manfrida 和 Eisenberg（2007）、Manfrida（2009）和



2020 年 10 月
第 2 卷第 10 期 ·1119·

网络心理咨询效果影响因素的研究综述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https://doi.org/10.35534/pc.0210081

Manfrida、Albertini 和 Eisenberg（2017）研究发现：网络文本信息会给来访者提供支持，并可以延长咨

询师对来访者的正面影响，实行简洁有效的治疗干预，还有可能降低咨询的频率［12］［13］［14］。

构成信息的语法、表情符号（“笑脸”和图片）可用于推断诊断信息并进行支持和治疗干预。

由此可见，分析来访者与咨询师网络交流文本信息中的情绪与语意对心理咨询工作有促进作用，其

中还有很多待进一步研究的细节。

3.3  感官信息的收集

当网络心理咨询提供了文本、表情符号及语法等对疗效有促进作用的信息时，感官信息的收集却变

得困难重重。

Manfrida（2011，2014）研究发现，观察到来访者在咨询室里与日常生活中的不一致有时会带来咨

询的巨大突破，为心理咨询师的个案概念化提供重要信息［15］［16］。为了捕捉到这些信息，咨询师

要动用自己所有的感官，注意咨询中的细节。而当咨询从地面转到网上后，这类信息的发现变得困难。

比如，一位打扮得优雅知性的女性来访者，而身上散发出浓厚的酒味；再或者一位上面穿着西装，下面

身着短裤的男士来访者在做视频心理咨询的话，心理咨询师也是很难发现的。由此可知，网络心理咨询

使咨询师缺乏了很多收集及了解信息的途径。而这些信息如何在新型网络心理咨询中可以被收集，也是

值得研究者进一步探讨的。

3.4  心理咨询的设置

Mingione、Moscarella 和 Scappaticci（2016）发现：网络咨询不是面对面会谈的简单转换，而是拥有

了新的交流维度，因此设置成为一个重要问题［17］。

网络咨询场景与来访者及治疗师习惯的不同：在心理咨询室内，每个元素都是在专业背景下构建的。

而在视频咨询中，一方或双方会处于不同的背景下。这对传统心理咨询的设置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有可

能会削弱心理咨询师的专业形象，让治疗关系发生变化。例如挂在墙上的图片：如果是患者的，这些可

能会为咨询提供一个话题；如果是咨询师的，这些可能会揭示出他们不愿透露的私生活。因此，为了保

证心理咨询师办公室通常提供的隐私、连续性和保密性，网络咨询必须遵守一定设置。比如：来访者和

治疗师必须单独呆在一个房间里，该房间应保证在咨询期间的隐私性（不会有旁观者意外地听到或走进

来）；另外需要稳定的网络。如果在咨询中突然断网的话，会耗费更长的时间和精力才能让双方都调整

回状态。

设置是保障心理咨询疗效的基本前提，Vallario（2012）就对心理咨询师发出警告：如果运用网络进

行治疗的话，需要提前了解其风险性，并告知来访者如何保护自己［11］。

4  未来研究展望

以网络心理咨询与传统心理咨询效果对比这一思路为主线，本研究探讨了目前发现的疗效影响因素，

未来的研究可以继续深入探讨心理咨询师如何促进网络心理咨询效果。具体来说，探讨网络心理咨询疗

效因素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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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传统心理咨询见面次数对网络心理咨询效果的影响。目前，不少心理咨询师采用网络心理咨

询与传统面对面心理咨询相互轮转的方式为来访者进行服务。但这样方式的合理操作方法，即到底如何

安排轮转次数会有较好的心理咨询效果还有待深入研究。

第二，治疗关系同盟对网络心理咨询效果的影响。网络的方式给来访者及心理咨询师之间的关系建

立带来了新的挑战，目前鲜有研究提及此关系的变化历程及作用因素。未来的研究可以对网络心理咨询

关系的建立、形成、稳定等变化历程进行探讨。

第三，专注程度对网络心理咨询效果的影响。网络带来便利性的同时，也容易让咨询师同时关注来

访者及电脑上其他信息。那么，心理咨询师在进行网络咨询前需要做哪些准备以促进心理咨询师的专注

程度是未来待探讨的问题。

第四，来访者心理特征对网络心理咨询效果的影响。目前，关于不同类型来访者从网络心理咨询获

益的研究甚少，未来研究可着眼于不同心理发展水平及心理特征的来访者从网络心理咨询受益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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