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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长期的心理咨询的实践与理论探索中，作者感受到来访者心理与行

为改变的动力问题才是最终影响心理咨询成功的根本性问题。作者创新的积木

动力修复技术对解决这一根本问题有显著效果。积木动力修复技术是在吸收精

神分析、认知行为疗法、人本主义、沙盘疗法、家庭系统排列等不同流派的理

念与技术基础上，研发出的一种运用垒建积木进行心理咨询的新技术。本文阐

述了“积木动力修复技术”研发的背景、理论依据、适应症、工作原理、操作

流程以及目前涵盖的技术种类。开创了心理疗法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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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long-term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change is the 

ultimate problem affecting the success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The author's 

innovative building block dynamic repair technology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solving this fundamental problem. Block building dynamic, a new developed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technology applying construction blocks, is in the absorption 

of psychoanalysis,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humanism, Sandbox therapy, 

family system arrangement and other techniques.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theoretical basis, indications, working principles, operating procedures 

and technical categories of “block building dynamic repair technology”. Creating a 

new field of psycho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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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积木动力修复技术理论缘起

在长期的心理咨询的实践与理论探索中，作者感受到来访者心理与行为改变

的动力问题才是最终影响心理咨询成功的根本性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来访者仅

有想改变愿望，缺乏从心理阴霾中走出的动力（动力是支配采取走出心理阴霾的

改变行为产生乃至贯彻下去的内心驱动力），就不够支持其改变的执行，遇到改

变的痛苦就退缩，那么心理咨询就不可能获得成功。由此可见，咨询治疗获得成

功更需要来访者必须具备强大的动力。

积木动力修复技术缘起于作者孩子玩积木垒建过程，不经意的一次极限积木

垒建,挑战的成功让其获得难以言表的高峰体验，那一瞬间作者发现了另一个自己，

拥有强大的力量，自信满满。那一刻的作者突然感觉不畏惧任何尝试，内心激发

出一种强大的动力，驱动作者去尝试以前所回避的情境。在这之后作者获得很多

尝试的成功，因为内心有一个声音：你只要再坚持一下，往往是你总否定自己导

致能力发挥不出来，坚持一下你还能获得成功后的高峰体验，于是，就成功了。

来访者主观认为成功难度过大、需要自我意志突破的积木塔垒建行为，这种游戏

过程对来访者有启示。因此尝试将这种积木垒建方法用于心理咨询实践，发现来

访者对积木垒建过程很感兴趣，并迅速建立起咨询关系，并逐渐发现来访者垒建

积木塔的形状不同，可能展现来访者不同的心理问题，垒建积木塔的过程能够帮

助来访者改变以往的认知误区和情绪问题。

积木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古罗马时代，人们就发明了刻着字母的木块供幼

儿识字。19 世纪德国幼儿教育家福禄贝尔发明“恩物”，有一部分“恩物”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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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立方体构成。目的是让幼儿感受宇宙统一和变化，感受基本的数学、空间关系，

感受美的不同形式和变化。它可以帮助幼儿注意到问题、设置问题情境等，帮助

幼儿学会换一种思路解决问题以及进行有针对性的反思。

作者在吸收精神分析、认知行为疗法、人本主义、沙盘疗法、家庭系统排列

等等技术精华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反复实践，于 2015 年 4 月，正式把这项心理

咨询技术命名为积木动力修复技术。

积木动力修复技术基本观点：是以彩色长方体积木块为道具，积木规格参数：

2.7 cm×5.4 cm×0.9 cm 规格的 10 种颜色积木块，共 800 块，运用一定带有隐喻式

的指导语，为了促使来访者将心理问题以投射的方式客观、快速地在积木结构中

呈现出来，在其垒建之前，咨询师会对来访者将要垒建的积木结构赋予一定的意义，

引起来访者在垒建积木塔的过程中产生与心理问题有关的无意识投射。无意识投

射是精神分析学派主要观点，在隐喻式指导语作用下，来访者的心理问题在垒建

积木塔中自然呈现。心理咨询师针对来访者在积木塔中呈现的心理问题，进行的

以促使其顿悟为目的，以无指责、仅描述事实为特征的解析，通过咨询师对积木

结构的治疗性解释使来访者获得顿悟、实现动力修复的心理治疗技术。

2　积木动力修复技术的心理咨询流程——案例
分享

为了更好地了解积木动力修复技术是如何完成心理咨询的，下文用一个积木

动力修复技术案例来展示。

梁女士，34 岁，反映自己已经抑郁四个月了，希望咨询师给予这方面的干预。

出于自用的原因，她临街店铺的房东让其搬离，她解除协议搬离原来的店铺。然

而搬离后的某一天，她发现房东又贴出租房信息，了解房东已放弃自用的想法，

又承租回来。这之后，她就出现了严重的抑郁的症状，并得到医院的确诊。她总

是自责，感到两次搬家损失很大，特别是没必要再搬回去。

2.1　摄入性会谈

积木动力修复技术的摄入性会谈与以往不同，主要运用的技术是“类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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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以包括心理咨询师和来访者在内的“我们”为主语的表达方式。心理咨询

师和来访者共同分担了指责压力，模糊了心理咨询师与来访者之间现实界线的，

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求助者的不信任，还有利于求助者在安全的环境下完

成自我修复，实现助人自助技术。

“推论性词汇外化”包括似乎、看似、可能、一定的、相对等词汇，它的运

用可以减轻影响来访者顿悟的压力，既可以让来访者了解自己的问题所在，又不

会因为问题存在过于难堪和自责，进而集中精力完成自我修复技术的结合运用。

咨询师：您谈到我们的情绪状态很不好，很压抑，还总会流泪，这一定是很

痛苦的。我想了解一下，从我们的描述中似乎我们平时很在意钱，是这样的吗？

来访者：不是的，我只是很反感自己反复的行为。

2.2　让来访者垒建异形积木塔，咨询师以此做摄入性会谈
的信息鉴别分析

咨询师澄清并明确心理问题，建立彼此信任的咨询关系。

例如：在摄入性会谈之后，心理咨询师让来访者垒建一座异形积木塔（来访

者在遵循自我主观意愿的前提下，垒建不受积木数量、颜色、时间、方式限制的

积木结构），来访者在积木塔形成过程中呈现对积木垒建的位置反复地调整（反

复调整是方式技术所关注的要点，意味着来访者存在隐藏性。方式技术是三要素

分析技术之一，主要是根据来访者在垒建积木塔过程中呈现的行为特点分析其心

理问题的组成信息）以及使用大量的紫色（紫色是颜色技术所关注的要点，是女

性来访者的情感色，意味着来访者此刻存在与异性之间情感困扰）积木。

咨询师：从积木塔垒建过程中可以看出，这件事似乎与我们的情感困扰有关。

我们现在或者以前有过这样的情感经历吗？对方对不起我们，我们原谅了又重新

在一起，但内心被深深伤害了。

来访者：有过，您不提醒我都已经忘记了。十一年前，我有一个相处四年的

前男友，在快谈婚论嫁的时候他背叛了我。之后他求我原谅，考虑到多年的感情

我还是原谅了他。然而复合仅仅是一个月，我就逃离了那个城市回到了老家，两

个月后，我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老公，相处三个月就结婚了。半年前，我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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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离婚了，但我没有任何感受，之后也没有记忆。

咨询师：我想导致我们抑郁的不是搬家，搬家只是唤醒了我们记忆中的创伤，

我们真正要解决的是记忆中的创伤。唤醒的线索源于它们的共性——对不起我们

以及我们又重新接受这种耻辱。令人难过的是，我们这次无法像“逃离那个城市”

般地躲开痛苦，店铺重新续签意味着我们至少要在痛苦中持续一年。由此可见，

我们需要解决记忆中的创伤，也就是情感问题。

2.3　针对特定的心理问题实现治疗

通过交流，咨询师了解到来访者的生活是整日在店内卖货，用她的话来说是

“生活乏味枯燥”，旧日的创伤重新被唤醒主要来自她对于目前婚姻的不满意，

或者准确地说，来自她与老公的零情感交流。建立她与老公的彼此的沟通愿望才

能重新激发婚姻激情的动力，治疗来访者旧日创伤。运用“抬”（动力修复技术

中的一种技术，用于促使关系中的双方产生沟通的愿望。具体操作是关系中的两

个人共同抬着三层基本型积木塔，如图 1 所示，走完规定路线，回到起点放在治

疗桌上。如果没有两个人彼此沟通交流的介入，这个任务是完不成的）的技术加

以实现上述心理咨询目标。

 

图 1　积木动力修复技术中抬的技术

Figure 1　Lift of Block Building Dynamic Repair Technology

随着抬积木塔任务的失败乃至最终的成功，来访者夫妻体会到沟通所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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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吸引，想起 11 年间很多甜蜜和幸福的生活往事。

2.4　咨询期间处理情绪

咨询师运用“推”（动力修复技术中的一种技术，用于帮助来访者宣泄情绪。

具体操作是：咨询师对来访者垒建的积木塔给予相应的隐喻式指导语“这座积木

塔就是你全部的烦恼，推倒它就是清除的过程”，之后让来访者把它推倒）的技

术帮助来访者宣泄负面情绪。

2.5　建立来访者信心

积木动力修复技术中的积木塔有三种类型，包括异型、常型、基本型。其中

基本型只有一种：四块为一层，以压缝垒建的方式，层高为 20 层的积木塔。其中

抽是动力修复技术中的一种技术，用以帮助来访者建立信心。具体操作是：来访

者先完成两次在积木塔中抽取积木的动作，之后咨询师对来访者在自己指导前、

后抽出积木数目的悬殊变化给出相应的治疗性解释，使来访者对其能力有了重新

的认识。咨询师运用抽的技术帮助来访者建立信心。

咨询师：在保持基本型积木塔上面三层结构完整的前提下，在它倒塌之前看

看我们能抽出多少块积木？

通常在咨询师不提供指导的情况下，来访者一般在塔倒塌之前仅能抽出 12 块

以内数目的积木。此次来访者抽出 9 块积木。

咨询师指导来访者模仿自己抽取积木的方法再来一遍，来访者最终抽出 34 块

积木。她非常开心，惊讶自己前后的变化。

咨询师：从积木塔中抽积木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似乎我们总对自己说“不能

做到”而导致自己能力的发挥，现实中我们的真实能力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是

不是这样呢？（治疗性解释）

来访者：我相信自己能力，对未来的生活也充满信心。谢谢！ 

3　积木动力修复技术构成

积木动力修复技术主要有两大类技术构成，即分析技术类和治疗技术类，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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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构成如图 2 所示：

 

图 2　积木动力修复技术构成框图

Figure 2　Block Diagram of Block Building Dynamic Repair Technology

3.1　积木动力修复技术：分析技术

3.1.1　三要素分析技术

积木动力修复技术中分析技术之一，针对来访者垒建的异型、常型、基本型

积木塔做心理分析，包括位置、颜色、方式三项分析技术。

位置技术：根据来访者在治疗桌上垒建积木塔的位置来分析其关于安全感、

自我认同程度、自我执行能力等信息的心理分析技术。

颜色技术：根据来访者在积木塔中使用颜色以及颜色的种类数目分析其关于

负面情绪的性质、发展趋势、严重程度等信息的心理分析技术。

方式技术：根据来访者垒建积木塔过程中的行为特点分析其与心理问题形成

有关的行为模式如等信息的心理分析技术。

3.1.2　异形积木塔动力分析技术

积木动力修复技术中分析技术之一，针对异型积木塔进行的分析技术，包括

走势、结构两项分析技术。

走势技术：根据来访者垒建的积木塔呈现的态势分析其关于成长的愿望、执

行力等信息的心理分析技术。

结构技术：根据来访者垒建的积木塔呈现的结构特点分析其关于人际沟通能

空的技术

积木动力修复技术

分析技术

三要素分析技术 异形积木塔动力分析 动力修复技术 人际关系修复技术 异形积木塔动力分析

颜色技术

位置技术

方式技术

走势技术

结构技术

垒的技术

抽的技术

推的技术

抬的技术

两人人际关系修复技术

三人人际关系动力修复

四人人际关系动力修复

五人人际关系动力修复
啃老族

两性心理模拟 
顿悟技术

沟通模拟顿悟技术

治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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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规则意识、心理防御程度等信息的心理分析技术。

3.2　积木动力修复技术：治疗技术

3.2.1　动力修复技术

以修复自体动力、自体与客体人际动力关系为目的的治疗技术。

3.2.2　人际关系动力修复技术

以修复自体与客体两人以上人际动力关系为目的的治疗技术。

以五人人际关系中的五口之家为例，通过对来访者提供的家人在积木结构上

的不同位置，可以了解到家庭的动力问题所在，老人没有价值感或孩子宽严教育

的不均衡，抑或夫妻过度关注亲子教育导致之间关系的疏离，留守儿童现象等，

进而通过动力平衡的排列关系模型完成修复。

3.2.3　异型积木塔模拟顿悟技术

用一定的积木结构把来访者现实的心理问题情境模拟出来，通过心理咨询师

的治疗性解释使其达到顿悟的心理治疗技术，主要用来修复自体动力、自体与客

体人际之间的动力关系。

4　正常与异常心理在垒建积木塔中的特征

积木动力修复技术关注来访者垒建积木塔的全过程，筛选出来的特征一般均

为主导心理状态的雅努斯。雅努斯是古罗马神话体系中的双面神，一面代表善、

一面代表恶，就如代表沟通能力的镂空结构。沟通能力的健全与丧失是心理健康

与否的晴雨表。在咨询实践中，我们发现以下特征。

4.1　正常心理在垒建积木塔中的特征

（1）积木塔垒建的位置大致处于治疗桌水平中线 1/4、3/4 的部位：表明来

访者的心理防御机制运用得当；

（2）积木塔所使用的积木颜色在 3~5 种之间：表明来访者使用颜色数量范

畴正常；

（3）积木塔为立体结构（有向上的动力）且呈现镂空结构：表明来访者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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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能力很好；

（4）积木塔的上下两部分存在结构变化：表明来访者处事方式随时间调整，

相对灵活；

（5）积木塔上下两部分的积木块数目比例相对合理：表明来访者安全感很好；

实践中发现，如果来访者垒建的积木塔存在两点及两点以上特征，那么应该

属于正常心理（如图 3 所示）。

 

图 3　某 39 岁女性健康心理来访者垒建积木塔

Figure 3　Building a Lofty Tower for a 39-year-old Female Visitor with Healthy 

Psychology

4.2　异常心理在垒建积木塔整的特征

（1）积木塔垒建的位置为治疗桌的中心位置：表明来访者极度缺乏安全感的

位置；

（2）垒建积木塔使用的积木颜色为 1~2 种：表明来访者情感淡漠，自我中

心化重；

（3）积木塔呈现高度对称的平面结构：表明来访者规则意识强、思维固化、

缺乏向上的动力；

（4）积木塔即使是立体结构也不存在镂空结构：表明来访者自我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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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积木塔的结构中存在十字或锐角结构：表明来访者情绪冲突尖锐。

实践中发现，如果来访者垒建的积木塔存在上述四点及四点以上特征，那么

应该属于异常心理（如图 4 所示）。

 

图 4　某 48 岁女性躁郁症恢复期患者垒建的积木塔

Figure 4　Building a Lofty Tower for a 48-year-old female manic-depressive 

convalescent patient

从图 4 中可以看出，躁郁症康复期患者垒建的积木塔结构存在对称图形结构、

处于居中或偏左的位置；使用颜色在 1~2 种数目范畴。积木动力修复技术对上述

结构、位置、颜色信息分别解读为：对称图形为规则意识较强；居中位置为极度

缺乏安全感，偏左的位置则是怀念过去、对当下的状态不满意；1~2 种颜色代表

情感淡漠。

5　积木动力修复技术在心理咨询中的作用

积木动力修复技术在心理咨询实践中，对来访者的咨询效果突出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5.1　修复并提升来访者改变成长的动力

积木动力修复技术的核心理念是修复来访者的动力。以往我们只关注求助者

的主观愿望是否存在而忽略动力是否缺失，恰恰是支配改变行为产生的内心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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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缺失是导致我们心理咨询失败的核心因素。主要途径是来访者在咨询师带动

垒建积木过程中，不断体验与对话互动过程中提升了改变行为的动力。

例如刘女士因为老公的出轨情绪低落，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咨询师用积木动

力修复技术通过对三个看似不可能完成垒建行为的问答提升其改变的动力：来访

者第一次回答“不能”时，结果是成功了；第二次回答 “不能” 时，结果仍然是

成功的；第三次来访者回答了“能”。她相信自己过于悲观了，婚姻还有希望。

5.2 画面化、无指责，让来访者在近乎无痛苦的状态下实现

心理咨询治疗

积木动力修复技术以类游戏的方式使来访者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心理咨询治

疗。主要途径同上。

例如孙先生因为环境适应问题拒绝再出去工作，咨询师通过异形积木塔模拟

顿悟技术中的啃老族模型对其实现干预治疗：让来访者在积木塔中反复完成“从

积木塔中抽出积木，再将抽出积木往积木塔的上面重新垒建”的动作，并在开始

动作之前给予来访者这样的隐喻式指导语“这座积木塔就是你的家庭，每次抽出

积木和垒建积木都是一次离家工作和返家啃老的过程”。每当来访者把抽出的积

木再次垒建在摇摇欲坠的积木塔上，以及最后积木塔坍塌的时候，咨询师都做一

次治疗性解释的表达：“似乎我们不出去工作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生活的安全。是

不是这样呢？”每次抽垒的动作都让来访者及其父母内心得到深深的震撼，结束后，

实现了治疗。

5.3 为打破心理咨询瓶颈提供新的思路

通过发现问题建立与来访者彼此信任的心理咨询关系。

建立信赖的心理咨询关系以及快速、有效地洞悉来访者真实的心理问题是心

理咨询工作的两大瓶颈问题，也是实现心理咨询效果的关键。积木动力修复技术

通过快速发现来访者的心理问题进而建立彼此信任的咨询关系，特别是没有求助

愿望的来访者。

例如高同学，高一之后的一年半里，不去上学而在家里上网打游戏、吸烟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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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妈妈束手无策了，强迫他前来做心理咨询。

高同学进入咨询室一言不发，坐在咨询椅里闭目养神。咨询师让来访者垒建

一座积木塔，他反正是左右无事倒是很配合，积木塔顺利垒建完毕。咨询师表达：“你

似乎是遇到了情感困扰，你父母的感情似乎也不是很好，对吗？”来访者很惊讶：

“您是怎么知道的？”从而建立了彼此信任的心理咨询关系。咨询师是通过来访

者垒建积木塔时使用的颜色了解到的，他过多的使用了两种颜色：红色和黑色。

在积木动力修复技术的分析技术中红色代表着男性的情感色、黑色代表着压抑色，

青春期的青少年如果呈现压抑一般都源于家庭缺乏温暖，来自父母夫妻关系的不

和谐。

5.4　积木动力修复技术目前适合解决的心理问题

自体的心理问题以及自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心理问题，包括职场问题、婚恋

问题、亲子问题、家庭问题、情绪问题、疑似神经症问题等。

以婚恋问题中的冲动型离婚为例：运用积木动力修复技术中“推”的技术来

加以干预。

咨询师对来访者所垒建的积木塔给予一定的隐喻式指导语：“这座积木塔就

是你们的婚姻。”之后让来访者把它推倒。来访者推倒后，咨询师及时给出符合画

面的治疗性解释；来访者看到积木塔画面化破碎的样子，联想到离婚带来婚姻破碎

的伤害，从而激发了保护婚姻的动力，实现了对冲动型离婚者的心理咨询治疗。

积木动力修复技术实践效果很好，但是还有很多影响心理咨询效果的因素是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像垒建时间变量、异型积木塔的高度变量等对于来访者目前

心理状态的分析解读，这些都是值得在今后临床实践和研究中探索。希望更多的

心理学工作者能够将“积木动力修复技术”不断的应用于实践中，用理论指导实践，

用实践丰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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