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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系统式家庭治疗是运用系统式思维方法，把关注的焦点置于人际关系

上的心理治疗范式。主张实施心理干预的对象应当是在关系和系统上，而不仅

仅是个体。本案例利用系统式家庭治疗方法，对一名幻嗅倾向大学生进行了心

理咨询，从分析家庭系统结构的角度理解个体呈现的问题，通过家庭系统重构

对来访者进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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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ystematic family therapy is a psychotherapy paradigm that focuse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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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by using systematic thinking method. The object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should be relationship and system, not only individual. 

This case uses systematic family therapy to giv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to a college 

student with hallucinatory tenden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alyzing the structure 

of family system, this case understands the problems of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and 

treats the visitors through the reconstruction of famil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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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来访者，女，大二在校学生。第一次来访原因是，总感到自己身体有味道，

怕别人闻到，不敢和人靠近。在宿舍和教室都想办法远离别人。和人靠近时有

焦虑情绪出现，每当和人靠近时会僵硬，不自然，无法正常交流，因此问题影

响人际关系，很苦恼。

来访者初次发生这个问题是在高二的时候，当时有同学说在教室闻到臭味，

后来有同学说闻到她身上散发出了臭味。来访者开始在意自己身上的味道，总

感觉自己身上有味道，从而不敢和人靠近。希望达到的治疗目标：消除这些紧

张情绪，能够和人坐在一起正常交流。至今咨询了六次，并且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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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评估与分析

2.1　案例的评估和诊断

对于这一案例，首先对来访者进行了评估和诊断。根据病与非病三原则：

主客观世界的统一、精神活动内在协调性以及个性相对稳定性原则，通过访谈，

咨询师认为来访者现实感尚存，存在一定的嗅觉幻想。精神活动内在协调性较

好，个性稳定。存在一定程度的焦虑和紧张情绪。来访者认知功能、抽象功能、

整合功能、自我保存功能基本完好，生活基本没有被干扰，比较正常，可以进

行心理咨询和治疗。

2.2　咨询方法与适用原理

家庭治疗模式开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其创始人 Nathan Ackerman 最

初是用这一模式来解决当时美国社会出现的大量的家庭离异、重组和青少年犯

罪的问题。1997—1999 年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开展的培训项目，促进家庭治疗

模式在中国的传播。家庭治疗是一种把关注的焦点置于人际关系上的心理治疗

范式。它认为，个体只有在互动和系统 ( 家庭 ) 中才能被说明、被理解，个体呈

现的问题实际上反映个体所在的系统出现了问题，因此，实施心理干预的对象

应当是在关系和系统上，而不仅仅是个体 [1]。家庭是个体活动的主要场所 , 是

精神应激和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家庭的人际互动与成员的心理状况相互影响 , 

良好的人际互动与良好的心理健康关联 , 个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也可以看作是家庭

系统影响的结果 [2][3]。系统家庭治疗模式的重点在于围绕症状找出家庭规则和

家庭沟通模式中的问题 , 加以“扰动”, 从而促成症状的消失。

3　目标与计划

在初始访谈中，咨询师使用了一定的情境化方法，了解来访者症状的背景

和情境。进而与来访者明确诉求、签订契约、确立治疗目标和目的。例如向来

访者明确是谁有咨询愿望的？想要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希望解决什么问题？怎

样才能解决问题？对咨询的期待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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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咨询目标的确定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可能贯穿于整个咨询过程中。我

们会在整个咨询中不断地明确来访者的咨询目标。对于此来访者，咨询师认为

可以用系统式家庭治疗方式来进行咨询治疗。预计咨询次数为十次。预计达到

的目标是，对来访者及其家庭进行一些扰动，从而起到改变来访者固化视角，

减轻其症状的作用。

4　过程

第二次咨询中，咨询师用循环提问的方式与来访者进行对话。当问到问题

例外的时候咨询师问道：“问题会在什么时候消失或者减轻呢？在和什么人在

一起的时候没有这种问题呢？”来访者回答：“问题在和熟悉的好朋友在一起

的时候会比较好。这时我和他们可以离得近，交谈也比较自然。另外在图书馆

学习的时候也会比较好。和别的班级陌生的同学在一起也会好一些。”因此咨

询师推论，来访者和宿舍、本班级同学在一起时问题会明显，也就是和相互认识，

但又不太熟悉的人在一起时问题会明显一些。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假设来访者在

本来应该是重要人际的圈子里，担心打不好交道，会出现问题。担心自己在重

要他人心目中的位置。另一个假设是，来访者似乎渴求亲密关系，又要远离回

避亲密关系。

我们在第三次咨询时画了家谱图。来访者的家庭关系以及家谱图（见图 1）。

图 1　来访者家谱图

Figure 1　The Family Tree of the 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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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者和爸爸、妈妈、哥哥生活在一起。有一个大七岁的哥哥。但是了解

信息时，来访者对哥哥的年龄记忆很模糊，说不清哥哥到底几岁，对小时候和

哥哥在一起的记忆也很模糊。和哥哥关系比较疏远，不愿意长时间和哥哥在一起，

感觉哥哥不能对她太好，例如给她钱。如果哥哥对她好，有要把哥哥推开的感觉。

但是说内心还是很喜欢哥哥的。来访者和妈妈的关系密切，无话不谈，用来访

者的话说，妈妈是无原则溺爱。值得注意的是，来访者和妈妈一直睡同一张床。

现在放假回家仍然会和妈妈睡同一张床，爸爸睡另外一个房间。妈妈和爸爸的

关系不错，但有一个现象，妈妈在家的时候，爸爸总是出去闲逛不回家。但是

妈妈出去工作的时候，爸爸又会打电话跟踪，还会和女儿说怀疑妈妈有外遇。

来访者的爸爸是在姑姑家寄养长大的。和两个兄弟都不亲近。母亲这边，姐姐

大很多。一个弟弟没有结婚。妹妹的女儿在初二的时候去世了。爷爷奶奶都去

世了，姥爷去世了，姥姥在世。

通过家谱图我们从整个家庭的宏观角度，对家庭进行了新的审视，也重新

收集到了很多以前通过问答无法收集到的信息。通过家谱图，来访者从新的视

角看到了家庭中的一些关系，对其起到了一定的扰动作用。例如看到爸爸寄养

经历对其性格的影响，爸爸和妈妈若即若离关系的形成原因的重新构建等。

第四次来访者来的时候说本周挺开心的，但是同时也会感到自己不能忘掉

身上有味道的事情，不能变得那么开心。因此会主动想起这件事，重新回到郁

郁寡欢的状态。可见，来访者不能也不愿意摆脱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给她带来

了一定的意义，具有症状的功能性。当咨询师问道：“妈妈知道你不开心吗？

她对于你的这个问题是怎样的看法？有什么反应？”来访者说：“妈妈并不以

为然，觉得这并不是个问题。”这让她感到父母都不关心自己，也不理解自己。

并且每次和妈妈打电话，妈妈都会说哥哥结婚找对象的事，这更让她感到妈妈

不关心自己，感到心烦。咨询师问什么情况下这种心情会得到缓解呢？来访者

回答在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时候会缓解，这时是没有哥哥的。

根据以上所有信息，咨询师逐渐提出了自己的假设。对此我的假设是，来

访者希望独占爸爸妈妈的爱，因此排斥哥哥。同时，来访者与母亲的长期同睡，

对其心理发展造成了影响，来访者会形成融合焦虑，在这种分离和融合焦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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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作用下，来访者非常矛盾，因此形成症状。这个症状就是，感到自己有味道，

希望和他人接近又不敢和他人接近，从而保持一定距离。这样就满足了和他人

保持距离的愿望，也就是潜意识中和妈妈分离的愿望。对于来访者说的排泄器

官散发出的味道，咨询师还没有形成假设。

第五次来访者说到妈妈和爸爸的关系。爸爸生过一次病，疾病后爸爸变得

疑神疑鬼，他一方面远离妈妈，一方面又在妈妈上班的时候打电话追踪。还向

来访者打电话抱怨妈妈出去，甚至怀疑妈妈有外遇。来访者对于这种情况非常

反感，感到自己很可怜，没有人关心，认为他们没有在情感上关心自己。之后

谈到了男友问题。来访者说有喜欢的男生。但是在对未来的想象中，感觉自己

是找不到男朋友的。很难想象和一个男性每天在一起，说自己很可能冷暴力对方。

这些信息更加证实了咨询师对她的假设，她在亲密关系上有问题，有明显的融

合焦虑特征。而这种问题的形成，与她家庭的结构密不可分。父亲的寄养经历，

对其造成的一定程度上的亲密关系问题（和妻子分开焦虑，在一起又要离开），

妈妈在家庭系统中受到一定的影响。妈妈与女儿的同睡问题，给孩子造成的心

理创伤。女儿与哥哥的竞争、哥哥与母亲的依恋、父母之间的关系等，错综复

杂的家庭系统造成来访者成为家庭、家族问题的展现者。

在第六次咨询中，来访者提到本周症状有加重的趋势。感觉好像又回来了。

但是与之前的不同是，感觉似乎没有那么绝望了。同时也谈到和家人在一起时

的感觉很糟糕。哥哥总是很消极，总说自己没有希望，把希望寄托在妹妹身上。

妈妈压力大，要操心哥哥的婚事，女儿也没有毕业，没有独立。爸爸则是害怕

妈妈离开。用来访者的话说，“爸爸和妈妈之间是病态的好，我们感觉插不进

去” 。爸爸曾经生病。之后就变得像要不到糖的小孩，总是很渴望爱，却又不

知道正常的爱是什么。如果来访者和哥哥不在家，总会打电话来抱怨自己不舒

服，回家后他也没事。来访者感到妈妈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有很多生活的哲理，

很有能量，但是最近被压力弄得不如以前了。对于哥哥来访者看不懂，他总会

对妹妹说，“你要好好读书，多帮帮我”这样的话。来访者很不愿意听到这样

的话。

之后我们使用了格板。来访者的认为现在他们家庭的状况是这样的，如图 2:



一例系统式家庭治疗方法在幻嗅倾向咨询中运用的案例报告

https://doi.org/10.35534/tppc/0105019

· 238 ·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tppc

2019 年
第 1 卷第 ５期

图 2　第一次格盘

Figure ２　The First Family Board

来访者用紫色大人表示妈妈，木头小人表示爸爸。爸爸妈妈面对面，相互

望着。来访者是绿色大人，面向父母站着。她说：“爸爸妈妈两个人关系很紧密，

我感觉插不进去，又很想加入他们。”哥哥是一个灰黑色大人。远远地站在那

里望着他们三个。来访者说：“感觉哥哥很抑郁，也很孤独。给我的感受是，

哥哥离家庭很远，也挺孤独，似乎没有人为他考虑。”

这时来访者补充了一些信息，哥哥有一个女友，但却无法结婚。哥哥给出

的原因是，女友家庭条件好，哥哥感觉配不上女友，自己没有钱，没法娶女友。

但是他们分了好几次手，都没有彻底分开。哥哥挺有责任感，没有上过大学，

目前在南方打工。每月给父母和妹妹寄钱。这让咨询师感到，以一个没有学历

的男孩，能够做到给家里寄钱、养家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咨询师又有些好奇，

作为一个三十岁的壮年男性，似乎可以做到更多。可以去学一门技术或者手艺，

可以去做生意，并且在女友家庭条件好，自己感觉配不上女友的情况下，更应

该想办法努力了。可是咨询师并没有感到哥哥为了家庭和女友做出努力，没有

进一步学习，也没有想法提高自己。他似乎在让自己变得无能，给自己设限。

这时咨询师问来访者现在的感受如何，她说其实还可以，就是感觉爸爸妈

妈似乎不关心自己。哥哥也很孤独。我问，那怎样的改变你会感觉更好呢？来

访者说变成一个圆，可以互相看到。如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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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第二次格盘

Figure 3　 The Second Family Board

咨询师问，如果做出这样的改变，谁应该先动呢？来访者说，觉得应该爸

爸先动，爸爸不要老缠着妈妈。这样妈妈就可以看我们了。这时咨询师有个想法，

来访者是否在用身体有味道症状吸引妈妈的注意力。而哥哥也在用不能结婚吸

引妈妈的注意力。这个家庭，就像是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在争夺妈妈的注意

力。这时咨询师让来访者找一个木人代表她的问题，一个木人代表哥哥的问题。

摆好后如图 4 所示：

图 4　第三次格盘

Figure 4　The Third Family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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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者选择了一个木色小人代表自己的问题，一个绿色小人代表哥哥的问

题，一个红色小人代表哥哥的女友。咨询师问来访者摆好后的感受，来访者说：

感到自己的问题小人很好看。

从整个改变后的格盘中，我们看到，爸爸是一个小小的木头人，很像一个

小孩子。来访者和问题小人站在一起，似乎气势更强大了，引人注目。而哥哥

和问题小人在一起，本身又是黑黑的颜色，似乎也很引人注意。咨询师问来访者，

这时妈妈什么感受。来访者说感觉妈妈压力挺大。是啊，咨询师也有同样的感受，

面对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这个本身很有能量的母亲，也变成了紫色。这时妈

妈和爸爸不再面对面了，他们的眼光似乎转向了他们兄妹俩。一家人每个人都

有着自己的问题，似乎又通过各种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时咨询师在想，改变家庭格局的关键点是什么？是让爸爸长大吗？但是

我又感到很难，源于爸爸的寄养经历造成的坚固的人格问题，以及他在生病后

的状态。这时 ，咨询师想是否可以换一个视角。现在我们看问题解释问题的视

角是问题取向的，认为妈妈一个人要解决三个人的问题，妈妈一个人的能量资

源要分给三个人。三个人在嗷嗷待哺。那么，家庭中其他三个人自身的能量和

资源又哪里去了呢？他们似乎没有看到，忘掉了，也没有利用起来。哥哥一方

面远离家庭，一方面又用无法结婚、自我设限，吸引家庭的注意力，用给家人

生活费和家庭保持着密切的连接。就像是一只要离巢，又无法离巢的小鸟。妈

妈用催婚保持着他们的连接，而这种连接又是很有压力的。他们全家是否可以

将每个人的资源都利用起来，共同解决问题，而不是相互施加压力呢？例如，

妈妈担心儿子的婚姻问题，是否可以问问“困难在哪里？为什么不能结婚？我

们可以做些什么帮助你解决这个困难？”爸爸也可以起到作用，妹妹也可以起

到作用。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都在等待别人的帮助。他们出钱出力出主意都可以，

共同帮助哥哥能够在工作和事业上有所长进，能有资格娶到女友。他们可能忘

掉了自己的力量，而只记得索取了。

咨询做到这里，来访者的反馈是，感到家庭的情况变得更清晰了，也感受

到了以前没有想到过的看到了以前没有看到的资源，愿意回去试一试。咨询还

没结束，来访者还在继续探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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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讨论与总结

这是一则非常有趣的案例，家庭中展现出了非常复杂和深奥的关系，故事

引人入胜。在整个咨询中，咨询师的咨询方式是，利用系统式思维方式和家庭

治疗方法，运用家谱图、循环提问、格盘等方式，扰动来访者及其家庭，对来

访者的家庭系统进行探索，对家庭问题进行了重构，并给出了资源取向的重新

解释，从而引导来访者从更多的视角看待自己的家庭，解释自己的问题，起到

改变一点点的作用。但是咨询师在咨询中也感到，这是一个很困难的案例。咨

询师很难撼动如此巨大和有如此多创伤存在的家庭系统。因此，在学校心理咨

询的背景下，在咨询师水平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只能做到一点点扰动。改变来

访者的一点点视角，自身也感到这个来访者似乎是很难治愈的，咨询师也需要

督导师们的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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