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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箱庭疗法与现代技术的结合代表了箱庭的一个发展趋势，丰富了箱庭的应用形式与场景，如虚拟箱庭可突破

箱庭应用的时空限定开展远程咨询。因此，本文尝试总结箱疗法结合技术的创新应用现状，并简述一种新应

用形式—3D 虚拟箱庭，阐释其构成元素、操作流程及理论基础等，以期为相关研究和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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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箱庭疗法（亦称沙盘游戏疗法），是以荣格分析心理学为基础，由卡尔夫发展创立的一种心理治疗

方法。20 世纪 90 年代末，张日昇、申荷永几乎同一时期将其引入中国，并广泛推动了箱庭在中国的研

究和应用［1］。

近二十年来，箱庭疗法在中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治疗对象从儿童、青少年拓宽到成年人、老年

人［2］；治疗形式从单纯个案箱庭发展出团体箱庭等［3］；治疗场景覆盖教育、社会机构、军警妇幼系统、

医院等多种场所；相关研究也逐渐深化，例如个案干预、特定群体箱庭特征及评估诊断研究等［4］。

随着科技进步，越来越多地现代化技术应用于心理治疗领域，如 VR 技术用于暴露疗法等［5］，箱庭

疗法作为一种流行的治疗方法，亦有研究者尝试将其与现代技术结合。

应用现代技术的箱庭新形式——虚拟箱庭，引起了较大争议。有研究者认为，技术减少了使用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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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直观感觉，忽视了感觉对无意识的唤起作用，但结合科技新发展也是箱庭疗法的研究和应用的趋势

所在［6］。然而有研究者认为，基于传统箱庭结合现代科学技术进行的创新和拓展，并不是对传统箱庭

的否定而是丰富了箱庭的玩法［7］，亦有研究者认为技术的应用会提高治愈效果［8］，新时代下会产生新

的心理治疗形式。

现代技术应用到箱庭疗法，细节虽有争议，但研究者多数认可结合技术是箱庭的一个发展趋势，目

前国内外相关研究仍较少。因此，笔者将尝试总结分析箱庭应用现代技术的创新现状，简述创新形式及

优缺点，并着重阐述一种新应用形式 3D 虚拟箱庭，介绍其构成元素、操作流程及其理论基础等，以期

丰富箱庭应用现代技术的研究，为相关研究和应用提供参考。

2  箱庭疗法应用现代技术的创新现状

目前箱庭应用现代技术的创新研究目前仍较少，其创新形式可大致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与实体箱庭结合，如针对记录工作引进现代化设备。例如安装摄影、摄像设备全方位记录

箱庭制作过程，箱庭制作完成后可拍照，咨询师亦可在对应的软件系统中导入照片、记录个案。这种方

法的优势在于能够帮助咨询师能够更全面、动态的观察制作过程，提高记录效率；但与科技元素的结合

度较低、视频存储空间大，不易保存，不能改善传统箱庭占地大、场地不灵活、玩具不标准、不能量化

等特点。

第二类：深度结合现代技术，研发虚拟箱庭。随着技术与硬件水平发展，各项技术对于硬件的要也

逐渐在降低，技术推广应用的难度在降低［9］，因而各类虚拟箱庭也逐渐被研发出来。例如二维图象的

虚拟箱庭、三维图象的虚拟箱庭，即采用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技术或 Unity3D 开发的虚拟箱庭，

下文将一一介绍。

2.1  二维虚拟箱庭

二维虚拟箱庭，即通过信息化技术的处理方式，将传统箱庭通过软件以二维图象的形式在计算机屏

幕上展现出来。二维虚拟箱庭的优势在于改善了传统箱庭占地，提高了使用灵活性，但受限于玩具都是

二维平面，模拟效果、现实感、用户体验和激发想象方面仍有所欠缺。

图 1  二维虚拟箱庭示例

Figure 1  Example of a two-dimensional virtual Sand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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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应用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的 VR 箱庭

应用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的 VR 箱庭，运用三维重建、润饰等技术三维研制虚拟玩具，将玩具放置

在虚拟玩具架，单个虚拟玩具可放大与缩小、自由抓取与摆放［10］。VR 箱庭的优势在于提高了心理箱庭

的模拟效果，使用者仿佛身临其境，更能投入游戏。但由于造价高一般多用于实验室学习，需要搭配计

算机、需佩戴设备、更适合单人使用［11］，也限制了使用人群和场景，例如易眩晕人群、司法领域不适

合使用。

图 2  VR 玩具导航图

Figure 2  VR toy navigation diagram

2.3  3D 虚拟箱庭

3D 虚拟箱庭，运用 unity3D（一款多功能跨平台的游戏开发工具）开发，将三维虚拟玩具放置在玩具架，

亦可进行虚拟挖沙、堆沙的编辑。该种软件开发的优势在于，画面逼真程度高，CPU 配置要求低，另外

在触摸屏上可直接动手操作，交互体验感较好，应用场景更灵活能突破应用的时空限定，例如开展远程

咨询等。

图 3  3D 虚拟箱庭示例

Figure 3  Example of 3D virtual Sandplay

对比而言，VR、3D 虚拟箱庭的模拟效果、交互体验优于二维虚拟箱庭；对比 VR 箱庭，3D 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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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箱庭更便捷、更经济，无需佩戴设备使用场景更多、更灵活，在心理咨询工作中运用的可行性更高。

但不能忽视的是，虚拟箱庭突破了实体箱庭的时空限制，但也损失了来访者操作沙子和玩具的直接

触感。

虚拟箱庭在实际的心理咨询工作中是否真的有优势值得进一步探究，因此下文讲简介 3D 虚拟箱庭

的元素、操作流程，以清晰新形式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而探究其理论基础、明晰应用价值。

3  3D 虚拟箱庭的元素介绍

3.1  沙箱

实体箱庭中沙箱是一个有边界限定的容器，虽有争议，但目前一般内壁统一为蓝色，大小为

57cm×72cm×7cm，操作时整个沙箱能在来访者视野之内，为来访者建立一个自由与受保护的空间。

虚拟箱庭的沙箱沿用实体箱庭设计，如沙箱内壁颜色、边界部分、尺寸比例与实体箱庭都是一致的，

尝试在虚拟世界中建立一个安全空间。

3.2  虚拟玩具、音乐及天气等元素

虚拟种类涵盖如人物、动物、植物、交通工具等 8 个种类，数量 300-600 个，因虚拟玩具不计算一

种玩具的多次重复量，所以一般直观统计数量不多。此外，虚拟箱庭增加了多项实体箱庭不易实现的元

素或操作，如增加音乐元素，以帮助来访者放松；增加白天、夜晚、晴天、雨天、雷雨天、雪天等 8 种

天气与时间设置；增加旋转沙箱、切换视角、放大缩小玩具及悬空等操作功能。

上述元素或功能增加，均以促进来访者在无意识水平工作或更全面的表达为理论根基，具体如音乐

等元素的理论基础，将在第四部分尝试加以阐释。

3.3  虚拟箱庭的局限——沙的触感

沙是箱庭疗法的一大特征，箱庭中认为沙有利于引导来访者再无意识水平工作［12］，被认为是引起

来访者儿童化或回归的情感，连接内心和外界的桥梁。3D 虚拟箱庭中，损失了触感，但也保留了沙的元素、

意象、声音，因此可能某种程度上影响来访者无意识水平的唤起。

综上，箱庭够成元素方面，虚拟箱庭损失了触感，但增加了其他帮助表达的多种元素，这种新的治

疗形式与实体箱庭的治愈效果是否有差异，差异几何？各项因素是否具有交互作用等，都值得进一步的

研究。

4  3D 虚拟箱庭的使用流程

卡尔夫（1980）将箱庭疗法的实施过程分为两个部分：创作箱庭作品和来访者就自己的作品进行描述，

张日昇将其基本程序总结为导入箱庭游戏、制作箱庭、体验箱庭作品、箱庭作品的理解和对话、箱庭作

品的拆除及箱庭作品的分析与理解六步。

由智恩陪心（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AI 心世界”是 3D 虚拟箱庭中有代表性的产品，由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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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工智能团队联合开发，其使用流程遵循传统箱庭实施的基本程序，可大致划分为以下六个步骤。

4.1  虚拟箱庭导入  

来访者进入游戏后，引导页面显示以下指导语：

非常感谢你来到这里，从这一刻起，这将是完全属于你的时空，你是自由的、安全的。当你开始制

作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你想选择的任何玩具摆放到沙箱里，想选什么就选什么，想怎么摆就怎么摆。

4.2  新手引导

在虚拟箱庭中，来访者需要简单熟悉游戏操作后才可以更自由的在游戏中表达。因此来访者首次使

用虚拟箱庭时，系统会通过新手引导页（图 4），帮助用户更好地理解如何操作。

图 4  新手引导页

Figure 4  Novice page

4.3  制作箱庭

该虚拟箱庭建模 8 类、334 个虚拟玩具，系统支持选中、删除、移动、旋转、倾倒玩具等操作。其次，

虚拟箱庭支持来访者进行 “堆沙”“挖沙”与“抹平”等地形操作。另外，系统支持来访者选择白天、

夜晚、晴天、雪天等 8 种时间或天气。最后，考虑到触控屏幕的空间局限，系统还支持操作者视角的旋转、

远近拉动等操作。

因而，进入游戏后，来访者可以通过对玩具、地形、视角等方面的操作调整，自由地完成箱庭作品

的制作。虚拟箱庭突破了实物箱庭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可以远程实时操作，虚拟场景也能激发来访

者想象力。

4.4  体验箱庭

当来访者完成箱庭作品后，系统将呈现包含“影像”、“瞬间”在内的作品图片。其中，“影像”

为系统自动记录的，包含玩家视角、鸟瞰视角等多个视角照片；“瞬间”为来访者游戏过程中在系统中

手动自助记录的照片。

因此来访者制作完成后可通过多个照片，体验自己的作品，整体关照自己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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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对话分析阶段

进入“对话分析”界面，来访者需要针对本次制作的箱庭，回答系统设置的几道问题。如选择自我像、

最满意的区域、作品命名、作品描述等问题，对话问题为非必答题，可以跳过问题。当虚拟箱庭主要用

于测评时，亦可设置某些问题为必答题。

4.6  结束阶段

回答问题之后，系统会进入最后的“作品回顾”，实际应用中，若仅用于测评，来访者操作到这一

步就可以结束了；若用于心理咨询，咨询师可根据作品情况继续完成后续咨询。

3D 虚拟箱庭的使用流程基本遵循实体箱庭的基本程序，并根据心理工作的具体目的如测试或咨询

进而继续不同的操作。

5  3D 虚拟箱庭理论基础

箱庭疗法是运用意象（积极想象）进行治疗的创造性形式，是“一种对身心生命能量的集中提炼”（荣

格）［13］，属于游戏疗法的一种。虚拟箱庭作为箱庭疗法的创新形式，对比实体箱庭有其创新及局限所在，

为探究其作为测评或咨询工具的可行性，笔者拟将理论基础将分为两部分探讨，即虚拟箱庭能保持箱庭

原有理论基础及虚拟箱庭新增元素与功能的理论依据。

5.1  保持箱庭疗法原有理论基础

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尝试阐述箱庭疗法的理论渊源，综合各研究结果，箱庭的理论渊源可大致可概

括为东方文化、世界技法、荣格分析心理学及部分游戏疗法理论，其中荣格分析心理学常被认为是箱庭

疗法的关键。

首先，荣格认为心理分析的目的就是人格的整合，就是统合无意识与意识世界的过程。箱庭疗

法可以促进人格的整合，在一个自由受保护的空间，来访者通过箱庭表达自己的内心，再通过与咨

询师的意识、无意识的碰撞，使其人格进一步整合。张日昇认为自由与受保护的空间是箱庭的治疗

机制之一，有研究认为虚拟技术的应用能够让来访者拥有一个自主的环境。加之，虚拟沙箱的设计

保留箱庭原本设计，如尺寸、内壁及边界分，同样能来访者体验到自由受保护的感觉，减弱来访者

的防御。

其次，申荷永认为荣格分析心理学中的集体无意识、原型、原型意象、情节等概念及积极想象等临

床方法是箱庭游戏治疗运作的重要基础［14］。荣格将无意识分为“集体无意识”和“个体无意识”，象

征性是无意识的主要语言，因为集体无意识的内容以意象的象征形式呈现给意识。

箱庭是沟通意识和无意识的一座桥梁，其治疗目标之一就是使来访者无意识原型意识化。3D 建模

技术设计的虚拟玩具可以更充分的表达意象，不仅可以再现现实玩具，更能表现实玩具所不能表现的抽

象内容。加之，虚拟箱庭中可实现玩具悬空、收缩放大等操作亦能使来访者的表达更接近他的无意识世界，

促进其无意识与意识的沟通，进而获得心灵治愈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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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新增元素与功能的理论依据

3D 虚拟箱庭的新增元素和功能主要集中在音乐、场景选择及虚拟玩具的操作。

音乐元素的设计主要基于辅助来访者放松及唤起无意识，有研究发现在箱庭治疗过程中融入背景音

乐，更有利于个体呈现无意识世界，干预效果大于单独运用箱庭疗法［15］。另外虚拟箱庭增加白天、夜晚、

晴天、雨天、雷雨天、雪天等多种环境选择，亦可理解为突破实体箱庭表达的限制，进行更多表达。箱

庭疗法强调在无意识水平上的工作，试图避免意识的有意指导，因而更丰富的意象有利于发挥箱庭中原

型、原型意象象征性的意义及作用［16］。关于虚拟玩具的悬空、放大缩小等设计，主要帮助来访者的表

达更接近内在无意识世界。

综上，虚拟箱庭新增元素的设计主要基于帮助来访者无意识的唤起和表达，促进来访者在无意识水

平上工作。每项设计有其理论依据，但各因素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仍未可知，需进一步研究检验。

6  应用与展望

笔者认为，新时代下会产生新的心理治疗形式，虚拟箱庭是对传统箱庭的创新和拓展，它不是箱庭

的新开始，而是箱庭的进一步发展。

6.1  虚拟箱庭将拓宽箱庭疗法的应用和研究范围

箱庭实际应用中更多的作为一种咨询方法而不是一种测评方法，箱庭疗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个

案干预研究、某类人群特有箱庭特征、箱庭评估量表及其信效度研究等方面。

关于箱庭评估或标准化测验的研究相对较少，有研究认为箱庭疗法作为投射测评工具的主要局限在

于其玩具不能标准化［17］，虚拟箱庭中 3D 建模标准的玩具，容易量化标准统一，将为箱庭的标准化测

验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外，虚拟箱庭将能应用于更多场景，因此针对不同场景、人群的干预开辟了新的

研究空间。

6.2  更丰富的虚拟玩具及深化本土化发展

玩具，即箱庭世界中来访者的“语言”，当用于心理咨询时，原则上玩具越多越好，这样来访者的“词汇”

就越丰富，创造性及表达性就越强。数量上，3D 虚拟箱庭可继续开发更多玩具，以发挥更大的临床价值。

此外，虚拟箱庭亦能推动箱庭疗法的本土化发展，如中国文化原型意象的心理分析研究，整理出具

有中国文化特征的意象词条，如女娲、织女、嫦娥、观音、妈祖、伏羲、黄帝等，通过 3D 建模技术将

更容易开发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意象。

6.3  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结合

计算机技术的运用，对包括其基本信息、玩具数量、玩具类别统计等参数，以及玩具的移动、删

除或动沙等过程指标的统计变的容易和客观。此外，3D 虚拟箱庭存储了每个玩具的象征意义，结合人

工智能技术，经过算法分析及深度学习，可以对来访者进行自动评估，将进一步扩大箱庭的应用范围



·128·
箱庭疗法的新应用形式

——3D 虚拟箱庭

2021 年 3 月
第 3 卷第 3 期

https://doi.org/10.35534/tppc.0303014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tppc

及价值。

综上，虚拟箱庭作为新的治疗形式，经初步分析 3D 虚拟箱庭有临床应用价值，亦有其局限性，另

外关于进一步的理论基础、标准化测验、新增因素的临床交互影响都值得更多研究来检验及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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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Application Form of Sandplay Therapy 
—3D Virtual Sand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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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bination of Sandplay therapy and modern technology represents a development trend 
of Sandplay, which enriches application forms and scenarios. For example, virtual Sandplay can break 
through the space and time limit of application to carry out remote consult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ummari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Sandplay therapy combined 
technology, and briefly describes a new application form — 3D virtual Sandplay, explaining its constituent 
elements, operation process and theoretical basis, etc.,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ated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Key words: Sandplay therapy; 3D virtual Sandplay; 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