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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lf-identity is the core of youth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it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throughout their lives. In modern society, the university age is exactly the “psychological delay period”, and it 
happens to be a critical period for the formation of self-identit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take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self-identity. This article reports how to use narrative therapy 
to solve the emotional distress caused by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f the visiting students during the 
adaptation process, improve the inferiority complex of the client, and promote the self-identity of the 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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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我认同是青年人格发展的核心，影响着个体毕生的发展。在现代社会，大学阶段既是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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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延缓期”，也是自我认同形成的关键期。因此，我们有必要采取措施促进大学生自我认同的发展。

本文以案例报告的方式阐释了如何通过叙事疗法解决来访学生人际关系中的情绪困扰问题，并改善来访

者的自卑心理，以促进来访者的自我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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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认同是青年人格发展的核心，它影响着个体毕生的发展［1］。在现代社会，大学阶段正是“心

理延缓期”。中学生的目标主要是升学，到了大学，他们才有时间和精力对自我进行真正的探索。大学

生自我认同的建立和完善是在个体与外界交互作用中完成的，受个体、家庭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青

少年自我认同水平与心理健康水平呈正相关［2］［3］［4］。大学阶段恰好是自我认同形成的关键期，

我们有必要采取措施促进大学生自我认同的发展。

1  背景

1.1  个案基本情况

人口统计学资料：某男，大一，独生子女，工科专业，某省某县城人。父母关系一般，父亲初中文化，

母亲大专文化。父亲原来是普通工人，在来访者初三时辞职经商，母亲与父亲同厂工作，在来访者高一

时因身体不好开始做家庭主妇。

主诉或求助问题：来访者自述自幼调皮，经常受到父母和老师的批评，感到孤独自卑。到了大学，

专业课作业需要与他人团队合作完成，但是来访者却很难融入团队。来访者经常独来独往，不知如何与

同学相处，因此感到很焦虑。

求助动机或目标：来访者主动来询，求助意愿强烈，希望通过心理咨询控制自我意识膨胀，适应集

体生活，学会团队合作，认识并接近真实的自己，建立自信。

求助过程：上大学前，来访者认为学习好是最重要的事情。他平时受委屈主要采取容忍、克制的方

式处理。大一上学期，尽管有些不适应，但来访者困扰程度较小。大一下学期，与他人合作的任务越来越多，

他的问题凸显，担心学业无法完成，因此前来预约。

以往咨询经历及个案对此的评价：来访者无过往咨询经历。



·792·
一例叙事疗法咨询的案例报告 2020 年 11 月

第 2 卷第 11 期

https://doi.org/10.35534/tppc.0211063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tppc

1.2  家庭情况及重要生活事件

1.2.1  家庭情况
与外婆关系：来访者小时候由外婆带大。外婆比较弱势，经常被姨妈骂。外婆批评他，打他。来访

者小时候害怕外婆，长大后开始反抗外婆。

与父亲关系：父亲比较强势，经常因老师说来访者在学校淘气，回家后就将来访者关进屋子里用柳

条等抽打，厉声呵斥。青春期前，来访者不敢反抗。青春期开始，来访者试着和父亲讲道理，父亲的打

骂行为逐渐减少。上高中后，觉得父母养育他也很辛苦，不再怨恨父亲。

与母亲关系：母亲比较顺从，逆来顺受。父亲打骂批评来访者时，母亲一般都在旁边不做声。来访

者很痛恨母亲没有站出来保护他。对于父母经常吵架，甚至父亲会打母亲，来访者感到惊慌失措，帮也

不行，不帮又内疚。

1.2.2  重要生活事件
来访者从小觉得没办法融入集体，总渴望得到别人的关注。幼儿园时，因为来访者总是调皮，不被

老师同学喜欢。

小学时，老师不给他安排同桌，不让同学和他玩。为了得到关注，来访者变得更加调皮捣蛋，老师

更讨厌他，经常找家长到学校。回家后，父母不问缘由，就批评、打骂他。来访者羡慕学习好的学生，

试图靠近他们，遭到了拒绝。来访者只好和几个发小（调皮捣蛋的坏学生）交往。

初中时，老师还是没有给他安排同桌。初一时，与一女生谈恋爱。女友很欣赏来访者的才华。在来

访者生气离家出走时，她会及时劝阻他，并督促来访者学习，最后他顺利考上了高中。

高中时，老师给他安排同桌，他不习惯了，主动找老师提出要一个人坐。来访者喜欢挑战老师，以

得到额外的关注。他开发了自己的绘画天赋，取得很多成绩，得到了老师的认可，自信心有所提升。

到了大学，来访者发现自己没法融入集体，做专业课作业时不会团队合作的，担心学业收到影响。

大一同时参加了十几个社团，忙碌不停，以此来刷存在感。

1.3  对个案的初始印象  

来访者身高 1.75 m 左右，体重中等，头发打绺，表情淡漠，眼神黯淡空洞，穿着非黑即白，坐姿拘

谨，说话不敢张开嘴巴，咬文嚼字，说话声音较小，逻辑思维正常，自知力完整。

1.4  咨询信息

高校免费咨询，2016 年 6 月 20 日起至 2017 年 3 月 17 日，共 20 次，2016 年每周一次（节假日除外），

2017 年 2 周 1 次，每次 50 分钟。2016 年 9 月 22 日接受过 1 次督导。来访者没有接受过药物治疗。

2  评估与分析

2.1  评估

来访者入学进行普查时的大学生人格问卷（UPI）问卷测量结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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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来访时，来访者 SCL-90 总分 225 分，阳性项目数 68 个，抑郁 2.5，焦虑 2.8，人际敏感 3。

来访者没有器质性病变，排除生理疾病。根据病与非病三原则，排除精神类疾病。来访者的心理冲

突与现实情境有关，有道德色彩，其心理冲突是常形的，区别于神经症。来访者主动求助，焦虑情绪持

续近半年。最初是在搭建团队里，感到与人合作困难。后来，和宿舍同学以及社团成员也很难交流，其

问题反应已经泛化。结合心理测试结果，来访者的问题属于严重心理问题，可以进行心理咨询。

2.2  个案概念化

Erickson 认为青年期的任务就是形成自我认同。现代社会，大学生处在 Erickson 提出的“心理延缓期”。

中学生的目标主要是升学，到了大学，他们才有时间和精力形成自我认同。

叙事疗法指咨询师通过倾听来访者的故事，运用适当的方法，帮助来访者找出遗漏片段，使问题外化，

从而引导其重构积极故事，以唤起其发生改变的内在力量的过程。叙事疗法的基本假设是人不等于问题，

个体如何看待和建构故事才是问题。当来访者看到自己的支线故事时，并逐渐丰厚这些支线故事时，就

会看到自身的力量，产生积极的自我认同。

根据叙事疗法，来访者从小因为学习不好、调皮捣蛋，经常被父母亲人忽视、被老师批评、被同学

冷淡，从而形成了问题的自我认同。他一直刷存在感，结果事与愿违。他小学时努力尝试得到父母的赞扬，

融入集体，都失败了。在中学和大学，一旦遇到人际关系问题，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他不好。来访者并不

等于问题，他如何建构故事才是问题。他看不到支线故事，比如尽管被排斥，但是还在一直努力想办法

融入团体等。来访者的思维始终陷在问题故事里，导致他无法看到自身的资源，于是形成了问题的自我

认同。问题的自我认同又进一步影响了他的人际交往，导致他在人际交往中缺乏技巧，倾向消极的内归因，

行为模式消极退缩，最终形成了来访者求助的问题。

3  目标与过程

3.1  目标与方法

咨询师与来访者商定，确定咨询的近期目标是改善来访者因人际关系而引起的情绪问题，远期目标

是帮助变消极的自我认同为积极的自我认同，从而正视自己的过去，并找到未来的发展方向。

咨询方法：叙事疗法。

3.2  咨询过程

第一阶段（1-3 次）初诊接待。收集资料，建立了良好咨询关系，初步评估。

来访者主要问题是因无法融入集体，不能团队合作而产生焦虑情绪。来访者害怕与团队成员意见冲

突，因为这会让他想起小时候父母吵架的情形。来访者小时候努力想融入好学生团体，总是插话，导致

团体成员更加讨厌他。后来他就逐渐学会了不表达，甚至主动退出团队。第 2 次咨询结束后，咨询师建

议来访者带着咨询里面的成长和反思再去和团队成员沟通，试着融入团队。来访者第 3 次咨询时反馈融

入团队没那么难，大学同学也并没有像小学初中同学那样嫌弃他，而是他内心感觉到别人是嫌弃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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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4-19 次）咨询阶段。来访者讲述的主要故事及咨询师的处理方式如下：

（1）来访者暑期玩网络游戏，在游戏团队中处于重要位置，这让其感觉良好。来访者担心团队解

散时那种好的感觉会随之消失。但是当有人希望去别的团队时，他好的感觉还在。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

说明叙事疗法这种温暖的陪伴本身就是可以让来访者的自我功能得到改善。

针对来访者的正性改变，咨询师及时强化，不断丰厚。如问来访者：

虽然团队散了，但是你那种好的感觉还在，这和你以往的经验一样吗？

你如何看待这样的不同？

你看到了自己怎样的变化？

你如何评价自己这样的变化？

（2）来访者与人合作困难，要么需要自己处于核心地位，有发言权和影响力，要么就无法和团队

成员达成默契，干脆退出团体。他不停地刷存在感，极其在乎他人评价。来访者自述其父母在单位也不

受同事欢迎。来访者小时候想要玩具，父母经常拒绝他，即便他哭闹，父母也不理睬。这让来访者内心

感到很恐惧，他说自己从小就学会了压抑自己的需求，顺从父母，担心失去父母的爱。因此，咨询师假

设来访者的问题源于了遗传和教养方式，在成年人际关系里极其渴望得到他人的表扬。

针对来访者的这些问题故事，咨询师创造出一个温暖、尊重的氛围，让来访者的主线故事逐渐铺展，

帮助来访者体验自己曾经被压抑的感受和想法。通过外化的问话，帮助来访者深入思考。如：

小时候你很想要玩具，但是爸爸妈妈不给你买，你的感受是什么？

你当时想和父母说些什么是你想说又不敢说的？

当父母离开你时，你嚎啕大哭，并且立刻去追父母，当时你怎么想的？

尽管你不被喜欢，但还是依然坚持努力学习，是什么在支撑你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还成为了一名大

学生的？

在坚持的过程中，你遇到过哪些困难？你是怎么克服的？

（3）在人际关系中，来访者感到别人对他的赞美都是虚伪的，只有批评才是诚恳的。这主要和来

访者过去生活经验有关。咨询师不断贴近来访者，问他：

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想法？

有没有什么时候，别人赞美你，你觉得不是虚伪的，而是很诚恳的？那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你是怎么做到开始相信别人也是真诚的？从哪里看出来的？

这样的经验对于你未来面对别人对你的赞美会有什么帮助吗？

当你和同学聊天时，真实的自己出现了，但是情绪没有失控，你做了哪些努力才让情绪没有失控的？

通过不断解构来访者的问题，让来访者看到自己的正性力量。咨询进行到第 11 次时，来访者反馈

说可以渐渐地坦然接受别人对他的赞美了。

（4）帮助来访者改变自我认同的过程很艰难，甚至中间会出现拉皮条的现象。来访者成长过程中

出现了两个层面的拉扯，一个层面初恋女友鼓励他要好好学习的力量和小混混团体希望他瞎混的力量的

拉扯，一个是来访者心中的两个声音，一个说他一无是处，一个说他还可以。这两个层面的不停拉扯，

导致来访者在咨询过程中出现反复的情况。咨询进行到第 7 次时，来访者反馈说以前两种声音斗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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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是否定声音占主导，现在他能够调整自己，会让那个肯定自己的声音也出来说话，力争让肯定的声

音获胜。第 8 次咨询时，来访者介绍自己的真实自己出来之后会伤害周围人，言语上很偏激，尽管当时

会感觉很爽，但是事后又很内疚自责。来访者反思自己内心似乎有个洞无法填满，内在很自大，可是外

在却很自卑。一旦遭遇失败，就会产生严重的屈辱感。咨询进行到第 12 次时，来访者自述在绘画社团

中组织一次活动，他负责联系商家。由于商家违背承诺，这个活动搁浅了，这让来访者感到很受挫，认

为自己对不起社员，担心大家会不信任他，认为他不靠谱。尽管社员都表示可以理解，没关系，但来访

者依然很自责。

面对来访者自我认同形成过程中的摆动，咨询师依然相信来访者是有力量战胜负性能量和负性归因

的。通过耐心的陪伴，透过解构的问话，让他看到自己的特点，比如控制欲强，其根源还是自己内心很

自卑等。问话如下：

你初中时在你初恋女友和小混混团体里不断地拉扯，后来是什么力量让女友对你的影响战胜了小混

混团体？

每次演讲时，你的感觉是什么？

即便社员没有埋怨你，好像你内心也很自责，怎么会这样？

如果有一天，自责不存在了，可能是发生了什么？ 

总之，咨询师不断地倾听、外化、解构和重写来访者生命故事，让来访者看到了自己的资源和力量。

咨询进行到 19 次时，来访者开始接近真实自己，并接纳真实自己，不再像过去总是刷存在感了，因为

他从心底开始接受自己就是有价值的。

第三阶段（第 20 次）小结阶段

来访者自述寒假期间与父母关系更融洽了，开始和父母交流并一起出去走亲戚，亲戚也说来访者变

得更成熟了。来访者认为自己能够碰触到真实的自己了，而且真实自己在逐渐释放，尽管有时候还比较

感性，希望能在咨询中，进一步完善人格，做好未来的规划。

我倾听来访者寒假期间的变化，与来访者讨论对未来的规划，并总结咨询过程。

4  分析与总结

4.1  本案例接受督导的简要情况

咨询 7 次后，咨询师接受了督导。督导问题：一是我对来访者的假设是否正确，咨询进程是否过快，

来访者的自我价值感在网络团队解散后没有消失，是咨询产生的效果，还是来访者迎合我。二是下一步

咨询的方向。

在督导过程中，督导师贴着咨询师，问我被临时通知来报个案，还临时换了个场地，我有什么感受。

这种被理解和被尊重，让我的焦虑情绪得到缓解。督导师始终相信我有能力帮助来访者。她像剥洋葱一样，

将咨询过程逐渐铺展开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反思自己和来访者的互动关系，包括移情和反移情在

咨询中的体现。通过督导，我觉得 7 次咨询给了来访者很稳定的陪伴，为来访者探索自我提供了良好的

环境。督导师不断贴近我和来访者，不但提升了我的咨询技能，而且增强了我的专业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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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咨询效果

来访者的自我评价：来访者自述从来没有被这样尊重、重视和倾听过，他已经解决了人际关系中的

负面情绪，与同学的心灵沟通更多了，人际关系更融洽了。来访者逐渐认识和接近真实的自己并悦纳自己。

对于外在评价不再惟命是从，能用自己的判断标准来标定自我的价值。对于别人真诚的赞美，来访者不

再会感受到虚伪，对于别人的批评辩证地理解了。来访者自述可以和过去握手言和了，对未来的发展也

有了很明确的发展方向。

咨询师的评价：来访者的眼神变得灵动，笑容也逐渐展现。穿着比以前更讲究些，色彩更鲜亮。来

访者在自己的社团中找到了自我价值感，社会支持系统越来越完善，心理弹性增强了，心态更平和了。

父母和亲戚的评价：父母和亲戚都反馈说来访者长大了，更懂事、更成熟了。

4.3  案例评价与反思

4.3.1  对咨询目标成败的思考与分析

本案例基本实现了咨询目标，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良好的咨询关系是实现咨询目标的关键。咨询师给了来访者足够的尊重、理解、包容和欣赏，

来访者曾经缺失的东西在咨询里得到了补偿，他不断开放自我，反思自我。通过不断挖掘来访者身上的

正向资源，变问题的自我认同为较期待的自我认同。咨询的远期目标就此达成。这也是叙事疗法的作用

机制。

（2）来访者提出的具体问题未必是终极咨询目标。来访者往往带着急于改善的问题来，但是这些

问题未必就是核心问题。这就需要咨询师随着咨询的进行，不断整合来访者个人信息，考虑来访者的成

长环境、现在所处系统及其成长经历等因素，构建理论假设，并不断收集信息予以验证。

（3） 咨询过程中，要尊重来访者的心理感受，跟随来访者的节奏。在咨询进行到第 13、14 次时，

来访者迟到，出现阻抗。讨论后，我发现一方面因为来访者当时学业压力较大，另一方面，来访者还没

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内心很恐惧。 于是，我放慢咨询脚步，注重来访者内心感受，不急于点破其问

题的关键点。

4.3.2  对咨询过程的评价与反思

（1）情绪和行为的改变是咨询初期产生效果的表现形式，而个体自我认同的建立是咨询的终极目标，

建立较期待的自我认同也是叙事疗法的最终目的。来访者第 7 次说可以逐渐融入团队，他的问题基本解

决了。但是，来访者根本的问题还是他问题的自我认同。随着咨询的进行，这个根本问题再次呈现。在

不良的成长环境下，他养成了刷存在感的习惯。通过不断地挖掘他成长过程中的支线故事，使来访者看

到自己身上的力量和资源，并且带着这样的资源再去面对当下的问题，在时间维度上将这种积极的体验

联结起来，并把这种体验迁移到日常生活中去。当来访者有能力去面对当下问题时，他就开始学着和过

去握手言和，知道如何面对当下和未来的问题了。

（2）叙事疗法包含着强烈的人文关怀，它教会我如何从心底尊重每一个人，帮助我用积极的角度

诠释生命故事。来访者最难的认知转变，最难的自我认同，就在叙事包容的空间里，自然而然地完成了。

（3）心理咨询从某种程度上就是不断进行个案概念化并验证其正确性的动态过程。系统的个案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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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化形成过程有助于制定有效的咨询方案。

（4）咨询师要保持开放的态度，把成长的主动权交给来访者。咨询师要掌握理论假设，但是当我

们面对来访者时，所有的理论假设都将成为我们的背景，是用来帮助我们更好地服务来访者的，而不是

框住来访者的。因此，咨询师永远要保持开放的态度。    

4.3.3  自我觉察

（1）我觉察到在咨询中我会无意识地加快咨询进程，拉着来访者成长。我尽管很在乎来访者的感受，

会问其感受是什么？但有时候，我没有为来访者表达感受提供足够的空间。未来的咨询中，我要在学会

节制，学会贴着来访者的感觉走。

（2）我更深刻地体验了反移情对咨询的影响。咨询中，来访者会激发和还原咨询师的类似经历和

情感。我会不自觉地替代来访者母亲过渡补偿和满足他的需要。有时我会对这些与我有类似经历的来访

者给予更多的照顾，我以这样的方式间接照顾那个过去被忽视、不被好好照顾的自己。这个体验和觉察

让我更好地把自己与来访者的经历及情感感受分离开来，而不是混合交叉。这个也让我对于咨询室里所

发生的事和情感体验得更为清晰、明了、干净。

（3）督导增强了我的专业认同感。督导师不断问我，觉得自己这 7 次咨询做得怎么样？我说还凑合。

后来督导师让在场的同行给我反馈，我才发觉原来自己做得还不错，挺好的。尽管开始说自己不错，挺

好的，有些不好意思，但是随着督导师轻松自然的引导，我可以很欣然地说出自己做得挺棒的。咨询师

必须要先处理好自己的某些情结，才能更好地帮到来访者。这个觉察不但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和认同叙

事疗法，也坚定了我从事心理咨询行业的信心。

（本案例发表已经征得来访者同意，经过技术处理后使用，在此感谢支持。）

参考文献

［1］Erickson．自我认同：青少年与危机［M］．孙名之，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2］王兰锋．青少年学生自我同一性研究［D］．河南大学，2005．

［3］韩晓峰．大学生自我同一性与心理健康水平关系的研究［J］．人口学刊，2004（1）：34-39．

［4］Goede M D，Spruijt E，Iedema J，et al．How do vocation and relationship stresssors and identity formation affect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J］．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1999（25）：1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