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咨询理论与实践
 2019 年 7 月第 1 卷第 ５ 期

文章引用：郭材欣．肯定性咨询法：产生背景、理论基础与学校实践［Ｊ］．心理咨询理论与实践，

2019，1（5）：242-255.

https://doi.org/10.35534/tppc/0105020

肯定性咨询法：产生背景、理论
基础与学校实践

郭材欣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教育学院，娄底，417000

邮箱：

摘  要：性少数人群包括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性少数个

体受到更多来源的压力，更需要心理咨询的帮助。肯定性咨询法对于性少数的

心理咨询更具文化上的适当性，是在传统心理咨询理论与其他相关理论结合的

基础上建构起来的。肯定性咨询法运用于学校实践对于师生的心理健康、良好

校园文化的建构、性少数群体的学校心理咨询具有积极意义。培养学校肯定性

咨询法咨询师要注意对不同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态度和信念、获取性少数群体

的相关知识、理解学校心理咨询的特殊性。肯定性咨询法的学校实践还要关注

培训和咨询效果评估、中国文化背景、学校心理咨询的独立性建设和融入校园

活动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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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xual minorities, including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are 

under pressure from more sources and need counseling. Affirmative psychotherapy 

and counseling is more culturally appropriate for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for 

sexual minorities, and is constructed on the basis of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theory and other related theories. The application of 

affirmative psychotherapy and counseling to school practice is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to the mental health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construction of excellent campus 

culture and the school counseling of sexual minorities. To train LGBT-affirmative 

counselors in school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attitudes and beliefs about different 

sexual orientations and gender identities, acquire relevant knowledge of sexual 

minorities, and understand the particularity of school counseling. The school practice 

of affirmative psychotherapy and counseling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evaluation 

of training and consultation effect, the Chinese cultural background, the independent 

construction of the school counseling and the integration of campus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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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肯定性咨询法的产生背景

性少数（Sexual Minority）是指性取向为异性恋之外的少数性取向人群 [1]，包

括性取向为同性恋（女同性恋 Lesbian 和男同性恋 Gay）、双性恋（Bisexual）以及

性别认同为跨性别（Transgender）的群体 [2]，简称为 LGBT。研究表明，LGBT 群

体的心理健康状况与异性恋相比更为消极，导致更多的抑郁、焦虑、物质滥用 [3][4]

[5][6]，有着更高水平的终身自杀意念和的终身自杀未遂率 [3][7][8][9]。

根据性少数压力模型（Sexual Minority Stress Model），影响 LGBT 群体心理健

康状况的压力包括远端压力（一般压力、外部性少数压力）和近端压力（内部性

少数压力）[1][10]。一方面，社会环境中存在的一般压力（个体的工作状况和社会

经济地位等）和由于性少数压力相关的偏见事件（歧视、暴力等）等远端压力可

以直接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另一方面，一般压力和远端压力也可以内化为

恐同、恐跨、害怕身份暴露与拒绝等近端压力，间接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

有的研究涉及了 LGBT 群体遭受的歧视和侵害等远端压力，例如更容易遭受到人

身攻击和性侵害 [11][12]，80% 以上的跨性别人群遭受到了与他们的性别认同有关

的口头辱骂 [13]；也有不少研究探讨了 LGBT 群体内化的近端压力，例如内化的

对自己性别认同的羞耻感和消极情绪 [14][15]，努力对他人隐瞒性取向和性别认同

[16][17]。

由于性少数人群面对更多来源的压力，更容易发生心理健康问题 [18]，因此

他们更迫切需要心理健康服务，心理咨询就是其中之一。但是，一方面，部分心

理咨询的有关从业人员对 LGBT 群体的相关知识较为缺乏，甚至采用以异性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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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性别为目标的心理学疗法 [19][20][21]，存在异性恋主义和顺性别社会规范背景

下的偏见 [22]；另一方面，LGBT 群体自身存在着对暴露个人性取向或性别认同的

后果的担忧 [21]。这些原因导致了 LGBT 群体对当前心理咨询服务的不满或者不

接受。因此，为 LGBT 人群提供在文化上适当的和更加肯定其性别认同的心理咨

询是必要的 [23]。肯定性咨询法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 [18]。

2　肯定性咨询法的理论基础

肯定性咨询法（Affirmative Psychotherapy and Counseling）是一种鼓励非异性恋

或非顺性别的来访者接受其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而非试图将非异性恋

者或非顺性别者扭转为“正常人”，或劝说其减少甚至消除同性恋、跨性别欲望

或行为的心理疗法 [24]。肯定性咨询法不是一种独立的心理咨询理论取向或技术，

而是在咨询师现有的咨询理论取向上增加对 LGBT 群体肯定的态度和理念、相关

的知识和技能 [23][25]，强调性少数不是心理疾病，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身份

和异性恋身份一样，都是积极的人类生活经验和表达方式，个体接受并肯定自己

是其从心理不适中恢复过来的关键 [25]。

肯定性咨询法是在传统心理咨询理论与其他相关理论结合基础上建构起来的

[24]，这些相关理论包括女权主义理论、性人权理论、酷儿理论和多元文化咨询理论。

女权主义理论认为，个人的经验与社会政治现实有关，因此，来访者的心理痛苦

不应该被当作缺陷的证据，而应当看到痛苦背后对不公正制度的抵抗。咨询师不

仅要促进来访者的个人成长，还要推进社会的变化 [24][26]。此外，女权主义理论

还提倡咨询师与来访者建立平等的咨询关系，提倡多元方法论 [26]，克服性别偏

见 [27]。性人权理论认为，性权利是人之作为性存在所有和应当享有的人权，而

与其他身份无关，因此，应从人权的角度看待性的多样性 [24][28]，把性少数视为

一项基本人权，反对心理咨询把性少数作为“心理问题”对待 [24]。酷儿理论认为，

身份是动态的和变化的，性别是被历史和社会所建构的，性倾向可以在无意识的

情况下发生自发的改变 [24]，因此，咨询师不应该借助异性恋的权利对其他群体

进行“正规化”，而应该帮助性少数来访者自由地、勇敢地接受自己的意愿性别

或性倾向。多元文化咨询理论认为，咨询师要重视并认同文化变量交互作用对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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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影响和个体文化身份的流动性和复杂性 [24][29]，因此，咨询师应该了解性的

多元性，学习多元文化的知识和技能，帮助性少数来访者消除社会环境导致的恐同、

恐跨等压力。

3　肯定性咨询法的学校实践

3.1　肯定性咨询法在学校实践中的意义

3.1.1　提高师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根据性少数压力模型，学校中的 LGBT 群体不仅受到学习工作状况、家庭经

济和社会地位等一般压力，还会受到学校师生的歧视和暴力等外部性少数压力 [1]

[10]。研究表明，性少数的学生更容易遭受校园欺凌，受到同学的口头辱骂、肢体

攻击和威胁 [30][31][32][33][34][35]，此外，我国的性少数群体由于“家本位”的文

化背景面临更大的家庭压力 [36][37]，这样的环境使得学校中的 LGBT 群体难以被

老师、同学和父母接受，从而内化为恐同、恐跨、害怕身份暴露与拒绝等内部压

力 [10]。学校心理咨询室的咨询师如果接受了性少数来访者，又不能以性少数的

肯定性立场为师生提供咨询服务，就有可能进一步损害来访者的自尊 [24]。因此，

对于学校心理咨询，咨询师采用传统心理咨询中倡导的中立态度也不足以解除性

少数来访者身上的“枷锁”，只有遵循不假定来访者是异性恋、不试图探讨来访

者性倾向的成因、帮助来访者减少内化的恐惧并完成自我认同等基本原则 [38]，

才能够避免伤害来访者。学校心理咨询采用肯定性咨询法有利于性少数来访者在

学校中寻求到情感支持，提高自尊和自我决定水平，获得更多学习和了解自己的

途径，从而更好地完成自我认同。综上，肯定性咨询法在学校实践有助于提高学

校师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3.1.2　建构更加和谐、开放、进步的校园文化
根据女权主义理论和多元文化咨询理论，肯定性咨询法为学校内部性别刻板

印象的消除、多元文化的整合和生生之间、师生之间、师师之间的心理相容提供

了参考价值 [24][26][27][29]。首先，肯定性咨询法提倡咨询师不仅要促进个体的成

长，还要推进社会的变革 [24][26]，因此，学校心理咨询室在改善学校内部由于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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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恋主义和顺性别主义导致的暴力、歧视和恐惧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次，研

究表明，对变化持开放态度、更加自我超越、更少保守主义的价值取向的个体对

同性恋者的态度更加积极 [39]，从反面来说，对性少数者持歧视、偏见和恐惧的

校园文化则不利于师生的进步和自我超越；最后，肯定性咨询法使全校师生处于

一个具有安全感、归属感和被接纳的环境中，有助于建构更具人文关怀、更加和

谐的校园文化。尊重个体的自主选择和人性意愿，就是尊重人本身，这关乎到每

一个社会人的和谐发展。综上，肯定性咨询法在学校实践有助于建构更加和谐、

开放、进步的校园文化。

3.1.3　解决学校心理咨询针对性少数群体的咨询伦理问题

传统心理咨询认为同性恋或跨性别是“病理性”的，试图改变来访者的性倾

向或性行为，我国的心理咨询虽然没有明确“改变性倾向或性行为”的目的，但

实际上却在谨慎地引导性少数者变为异性恋者 [24]。这些错误的观念或方法包含

着社会偏见，尤其是在学校心理咨询中，咨询师的偏见会给来访者造成伤害，甚

至导致来访者对学校失去希望，产生自卑、厌学等不良情绪。咨询中试图扭转来

访者的性倾向甚至是违反伦理原则的，在这一过程中，咨询师没有向来访者提供

性倾向是否可以扭转的科学证据，并且给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贴上不幸福、错误的、

悲惨的标签，违背了诚信的伦理原则 [24]；本身对性少数持有刻板印象和偏见的

咨询师在缺乏性少数群体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接受性少数来访者的咨询，违

背了具备能力这一伦理原则 [39]。肯定性咨询法强调咨询师掌握多元文化的知识，

从而更好地帮助来访者协调好性倾向和性行为与家庭、社区、其他信念体系的关系，

完成自我认同，遵守了咨询的基本伦理原则和职业道德。

3.2　学校肯定性咨询法咨询师的培养

由于肯定性咨询法在学校实践中具有诸多积极意义，而许多心理服务工作者

认为自身缺乏与性少数群体建立合作关系的知识和技能 [40][41]，因此，学校对肯

定性咨询法咨询师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培养学校肯定性咨询法咨询师需要注意

以下问题：

第一，检查咨询师对自身和他人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态度和信念。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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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师要认识到自身对性少数的先前偏见和错误信念会阻碍其接受肯定性咨询法

的信念 [25]。另一方面，咨询师要探索自身存在哪些阻碍接受肯定性咨询法信念

的异性恋假设和异性恋特权，方刚和杨志红 [24] 认为肯定性咨询法咨询师可从 3

个步骤进行自我探索：（1）探索异性恋假设，反思自身无意识的异性恋假设的形

成过程及其对咨询的影响；（2）探索异性恋特权，反思异性恋特权给异性恋者带

来了哪些利益，认识到异性恋特权的存在及其对性少数群体造成的消极影响；（3）

探索异性恋身份的发展，异性恋咨询师要反思自己是如何成为异性恋的，这有助

于咨询师意识到自己的性倾向会如何影响咨询过程。

第二，获得性少数的压力类型、心理健康状况、独特临床问题、文化以及生

活方式等相关知识。要消除咨询师对性少数的先前偏见和错误信念，从而更好地

接受肯定性咨询法，首先应该深入了解性少数群体内部的多元性和不同的生活方

式，掌握性别认同和性倾向的相关知识，熟悉性少数群体面对的压力类型 [24]，

全面掌握有关信息是消除偏见的基础；其次，咨询师要了解性少数群体的身份发

展问题，包括这一过程中所涉及的心理和社会因素 [23][42]，从而更好地判断性少

数来访者当前问题的形成原因；最后，了解不同性少数人群的独特问题和经历，

比如有宗教背景的性少数的独特问题、同性恋和双性恋的特点和独特经历、跨性

别者面对的困难和处境。了解这些特定的问题，以及与这些不同的来访者建立咨

询关系的技能，对于给性少数提供有效的心理咨询至关重要。

第三，根据学校心理咨询的特殊性实施肯定性咨询法。首先，要意识到并避

免双重关系对咨询的消极影响。在学校心理咨询中，咨询师往往还同时具备老师

或管理者的身份，难以避免地产生双重关系 [43]，咨询师在无法避免双重关系产

生时，应努力减少双重关系对咨询的消极影响，比如减少教师和管理者的权威，

赋权给学生，给学生更多自主选择的机会，保障学生的利益，注意双重关系对自

己判断的影响，避免刻板印象阻碍学生的求助意愿 [44]；其次，要避免学生家长

或其老师对咨询目标和咨询关系的影响。在学校心理咨询中，有些性少数群体可

能是被其家长或老师带来矫正的，咨询师不应该根据学生家长或其老师的意愿来

进行咨询 [24]，而应该告知他们改变性倾向是违反伦理原则和职业道德的，甚至

有虐待儿童之嫌 [24][45]；最后，要在帮助性少数学生减少内部压力的同时，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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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外部压力。学校肯定性咨询法咨询师可以通过讲座、宣传、与教师和管理

者沟通、培训肯定性咨询法咨询师的方式来减少学校环境对性少数群体施加的压

力。此外，高校的心理学专业课程中应该增设肯定性咨询法，这有助于培养更多

对性少数群体持有正确态度的心理学专业工作者 [24]。

3.3　肯定性咨询法在学校实践中的展望

外部的偏见和暴力以及内部的恐同、恐跨情绪严重损害着性少数群体的身心

健康，学校作为一个提供科学知识的场所，对于社会关于性少数态度的走向起着

重要的引导作用，对于性少数个体的自我认同也起着关键作用。因此，对肯定性

咨询法在学校实践的讨论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可以提高师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同时也有助于建构更加和谐、开放、进步的校园文化，为性少数群体的学校心理

咨询提供了新视角。本文还初步探讨了学校肯定性咨询法咨询师的培养问题，今

后对于肯定性咨询法的学校实践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学校肯定性咨询法咨询师的培训和咨询效果评估。目前，肯定性咨询

法在我国还没有系统的培训，在学校中应用肯定性咨询法必然会遇到更多的问题，

例如家长和学校老师的不理解、来访者心理问题的复杂性和双重关系及保密问题。

因此，研究者和学校心理咨询工作者都要加大普及力度，完成社会对学校应用肯

定性咨询法的了解、接受和认同，纳入更多社会工作者进行培训。相关研究者还

要参与到学校实践中去，考察肯定性咨询法的培训效果以及个体差异性，运用咨

询实践及时评估肯定性咨询法的咨询效果。

第二，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下肯定性咨询法的实践问题。性少数群体的心理健

康与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社会生态学视角强调探讨社会文化对同性恋者心理健康

的作用 [46]，女权主义理论强调来访者的心理痛苦与不公正的社会制度有关。研

究表明，我国同性恋者受到中国“家本位”的影响，相较于个性解放更看重家庭

和谐，从而面临更大的家庭压力 [36][37]，此外，Hofstede 的研究表明我国对男子

气概的偏好远高于部分北欧国家 [47]，这与我国的主流男权文化密切相关，这使

得不符合男子气概的男同性恋或跨性别者遭受到更多的攻击和污名。肯定性咨询

法不是以客观中立的态度对待性少数，而是以积极肯定的态度对待性少数的性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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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和性行为，这种旗帜鲜明的肯定容易使来访者或反对者认知失调，因此，如何

在肯定的同时保持理性和避免他人对咨询师的不信任是肯定性咨询法本土化实践

时需要探讨的问题。

第三，加强学校心理咨询的独立性建设。由于学校心理咨询中的咨询师往往

具有多重角色，这可能会导致来访者的顾虑 [44]，对于性少数来访者尤其如此，

因此，今后可以探讨学校心理咨询工作的独立性建设途径，最大限度地减少多重

关系现象的出现。

第四，在校园活动中融入肯定性咨询法的有关理念。比如，在防艾活动中，

不对同性恋错误地贴上艾滋病高危人群的标签，而是在普及“如何做好防范”的

同时宣传多样的性倾向和性别选择都是值得肯定的。也可以在组织社团活动的同

时融入倡导性的多样性的心理健康教育、性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目前，在学校中，

专门针对性少数群体的维权与心理健康建设的活动还比较少，今后可以探讨在校

园活动中融入肯定性咨询法相关理念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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