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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来访者寻求咨询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考上的大学与未曾一起生活过的妈妈在同一座城市，交集增多，随之与妈

妈冲突也多了，同时进入大学后，因为交不到知心朋友，深感孤独，导致情绪不良。近一个多月，出现睡眠不好，

早醒等状况。综合来看，评估为复杂性发展性创伤，来访者经过 36 次咨询，咨询目标基本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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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案基本情况

1.1  来访者基本情况

来访者小 Q，女，汉族，20 岁，现为某 211 高校大三在校学生，小 Q 面容清秀，较瘦，长发扎马尾，

着装干净得体，举止礼貌，表达清晰，逻辑较连贯。自述跟朋友无法深交，深感孤独，怀疑自己有社交障碍，

希望能得到帮助。

来访者无心理咨询求助经历，无精神科治疗经历。

1.2  家庭情况及重要生活事件

1.2.1  家庭背景

小 Q 来自南方农村，独生女，自小父母常年在外打工，爷爷奶奶抚养长大，初三时父亲因车祸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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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未再婚。

1.2.2  个人成长经历

婴幼期（0-6 岁）

小 Q 跟爷爷奶奶生活在农村老家，被母乳喂养到 1 岁，父母外出打工，常年不回家，回家也常争吵

打架，后父母分居，母亲回到另一个城市的娘家，再没回来。父亲去外地打工，很少回家。

童年期（6-12 岁）

童年常被同学欺负，小学每年寒暑假小 Q 会独自坐车去与母亲待一到两周，但相处并不愉快。

青春期（13-18 岁）

初中起住校，小 Q 初三时，父亲因车祸意外去世。高一因为学习成绩下滑希望寻求安慰却受到妈妈

嘲讽，感到失望和愤怒，从此除了要生活费，很少联系妈妈。

青年期（18-20 岁）

小 Q 考上了母亲生活城市的一所 211 重点高校。与母亲的接触多起来，看不惯母亲的行为方式，在

家都是独自待在自己房间，与家人很少讲话。在大学里小 Q 也未结到交知心朋友，感觉孤独。

2  心理评估与诊断

2.1  评估

2.1.1  量表评估

小 Q 入学后，参加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组织的新生心理普测，做了 SCL-90、UPI、16PF 的心

理测评。测评结果如下：

图 1 测评结果显示小 Q 的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精神病性因子分均较高，阳性症状均

分 3.21。强迫症状的高因子分显示来访者可能具有一些强迫的症状，性格刻板，追求完美。人际关系敏

感的高因子分显示小 Q 个人存在不自在感与自卑感，人际交往范围比较狭窄。抑郁和焦虑因子分高，显

示有明显的抑郁苦闷的情感和心境，并伴有强烈的焦虑。精神病性的高因子分，因为小 Q 不是精神病，

所以表明小 Q 也许有自责倾向，还可能有孤独感。

图 1  SCL-90 因子得分

Figure 1  SCL-90 factor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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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小 Q 的 UPI 测试总分 27 分，25 题（想轻生）得分为 0，表明无自杀念头，但可能存在心

理健康问题，可能患有各类神经症（恐怖症、强迫症、焦虑症、严重的神经衰弱等），心理矛盾冲突激烈。

图 2  大学生心理健康调查表（UPI）测评结果

Figure 2  The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questionnaire (UPI) assessment result

图 3 测试结果显示小 Q 倾向于生硬、多疑、离群。倾向于自我内疚，常烦恼自扰，甚至沮丧悲观，

感到不如人，有时缺乏生活勇气，时有自罪感。

综合分析测评结果，可以看出小 Q 有较强的抑郁和焦虑方面的症状，人际交往困难，但没有迹象表

明小 Q 有心境或焦虑障碍。

图 3  特尔 16 种人格测验（16PF—大学）测评结果

Figure 3  Test results of 16 personality tests (16PF— university)

2.1.2  咨询评估

小 Q 主动求助，改变的愿望较强，体验到适度的内疚感，清晰描述自己的感受，有较强的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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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动查阅书籍寻求困扰的解决。综合考虑，小 Q 较适合做精神动力性咨询。

小 Q 人际关系困扰与她早年形成的不安全型的依恋有很大相关。

（1）“失去母亲的爱”

一岁多父母留下小 Q 外出打工，两三年才回来一次，内心对父母爱的渴望得不到满足，“被忽视”

的感觉让小 Q 情感上非常抑郁。

父母分居后，母亲不再看望小 Q，这让小 Q 觉得她被“抛弃”了。每次假期与母亲短暂相聚就意味

着长久的分离，母女关系不连续，不稳定。

（2）“我不好”与“这个世界不安全”感觉的形成

父母常争吵打架使小 Q 认为自己是父母生活不愉快的原因。常感孤独和恐惧，让她无法发展出基本

的信任和安全型依恋。小时候常被欺负让小 Q 认为这个世界是危险的、不安全的，让她敏感内向努。

（3）“贫穷与羞耻感” 

贫穷的家境让小 Q 常感羞耻和低自尊。压抑对母爱的渴望，用要生活费这种自感屈辱的方式保持与

母亲的关系，强化了她的抑郁。

获得母爱和认可是小 Q 潜意识里强烈的需求，但从小“被忽视，被抛弃、被欺负”的恐惧深藏心底，

让她安全感和信任感严重缺失，从而形成回避型的依恋模式，不能很好的发展较为亲密的人际关系。

2.1.3  防御机制

可以看出，小 Q 的防御机制主要以升华、理智化、隔离、反向形成、投射等防御机制为主。例如：

升华：小 Q 拥有许多基于压抑的适应性较高的防御机制，她酷爱读书，学业成绩优秀，考上了 211

重点大学，这些都使其焦虑和怨恨得到升华。

理智化：小 Q 关注心理学公众号，阅读相关书籍，希望能从中找到问题的答案，说明她还运用了理

智化的防御机制。

隔离：她习惯把强烈的情感抛于脑后，父亲的意外去世，她不感到悲伤，而是觉得妈妈终于从一段

失败的婚姻中解脱，说明她主要依靠情感隔离这种防御机制。

投射：讨厌有的同学，是因为这个同学的很多感觉很像自己的妈妈，产生很多愤怒的情绪，说明小

Q 用了投射的防御机制，把对母亲的怨恨投射到这个同学身上。

总体来说，结合小 Q 的心理测评结果、主要的防御方式和其他各种情况，咨询师评估：小 Q 为复

杂性发展性创伤；主要情感类型表现为抑郁性情感，而焦虑障碍更多体现为小 Q 对她的丧失和抑郁情感

的一种防御。

3  辅导策略及过程

3.1  辅导目标与辅导策略

3.1.1  辅导目标

经讨论，将小 Q 改善人际关系定为短期目标。将探讨她与母亲的关系对她人际关系模式的影响作为

长期目标。小 Q 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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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辅导策略

小 Q 具备较好的心理觉察能力，有完好的是非观念，内疚管理也恰到好处。从她的防御机制看出她

能接受以揭露（自由联想、面质、澄清、解释）为主的心理动力学治疗，她的人际关系问题似乎是来源

于她对母亲的矛盾情感，她自己无法通畅的表达这点，可以通过解释、命名来帮助她更多了解存在于意

识之外的情感。小 Q 经历了母爱的缺失，父亲的丧失，让她在人际关系中缺乏信任，应给予积极的支持

（倾听、关怀、共情）。在此基础上，进行一定的心理教育和指导，提升其承受和管理情感的能力，实

现改善人际关系的目标。

3.1.3  理论依据

人际关系困难是小 Q 的诉求，心理动力学的许多治疗原理都可以来指导本案例的咨询工作，如：使

无意识意识化、支持薄弱的自我功能、治疗可以使心理和情绪的发展再现生机，即发展出思考自身和调

控自尊的新方式，发展出与他人交往的新方式，发展出更灵活、更具适应性的应对机制。

3.1.4  辅导设置

咨询会谈每周固定时间段一次，一次 60 分钟，咨询地点在学校心理咨询室，咨询免费，共咨询 36 次。

期间接受过两次督导。

3.2  咨询过程

（1）第一阶段（1-5 次）初始访谈阶段。咨询主要以收集资料为主，建立良好的咨询关系，一起探

讨咨询目标，进行自由联想，并从精神动力学角度理解其症状与困惑

第 1 次，小 Q 泪流满面的讲述了深感孤独的童年，咨询师感觉小 Q 在渴望心理安慰，告诉她咨询

师将会陪伴她，也相信能够帮助到她。咨询结束时，小 Q 表示愿意继续咨询。初步治疗联盟开始建立。

第 5 次，小 Q 早早来到咨询室，精神状态很好，化了淡妆。咨询师看到这一变化，并做了反馈，小

Q 很高兴，说自己现在开始学化妆，以前总感觉自己丑，现在自信了一些。咨询师意识到小 Q 对咨询师

有类似母亲的移情，渴望自己在妈妈眼里是美好的，得到关注。咨询师给予了积极的反馈，扮演了小 Q

希望的充满爱和赞赏的理想妈妈。治疗联盟得到强化。

（2）第二阶段（6-23）深入探讨阶段。与来访者一起去发现自己内心对母爱的渴望，觉察自己不

成熟的人际关系模式，帮助来访者自我觉察和探索，更好的接纳自己和周围的同学，尝试体验新的适应

性人际互动模式

第 8 次，小 Q 说开始觉察自己对身边同学的排斥，更像是对母亲的情绪，投射到同学身上。比如她

有个很讨厌的同学，发觉这个人做事和说话的方式，很像自己的妈妈，自己的情绪是来自对妈妈的怨恨。

这让她很受触动，对同学的敌意和排斥也有所减少。也开始尝试主动与妈妈沟通，虽然很多深层次的感

受讲不出来，但还是说了一些心里的委屈。感觉妈妈在这之后也有一些变化，相处时，没以前强势，看

来妈妈这个重要客体的改变，很好的支持到小 Q。

第 15 次，小 Q 说每次问妈妈要生活费都会产生屈辱的感觉。但在讨论中咨询师发现小 Q 有条件通

过兼职等让自己经济相对独立，但她却只选择向母亲要生活费，咨询师对小 Q 找各种理由来回避经济独

立感到很生气，觉得她在拒绝成长，鉴于良好的咨访关系做了面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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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次咨询结束后，咨询师接受了督导并进行咨询小结。

第 19 次，咨询师通过督导，对自己反移情有了觉察，理解小 Q 问妈妈要钱，潜意识里是想获得

妈妈的爱，跟小 Q 探讨了钱对她的意义，解释钱除现实层面的保障外，是其内心一种跟妈妈爱的联结。

小 Q 情绪激动，流泪大声的说，我是该恨她的，我不愿承认我是爱她的，这不公平。咨询师解释了

对母爱的渴望和在这基础上发展出的不成熟人际模式的心理学意义，告诉小 Q 可以练习新的表达爱，

获得爱的方式。希望通过积极敏感有回应的陪伴，让小 Q 用新的方式看待母女关系，去探索新的依

恋模式。

第 22 次，小 Q 谈到自己现在跟同学相处开始不再强求百分百心灵相通的友谊，虽然依旧没有很

亲密的朋友，但内心轻松了许多。而且还接受了一次母亲逛街的邀请。咨询师询问这让小 Q 有什么不

同的感受，小 Q 说以前都会拒绝，这次感觉没并不抗拒，感觉也比较愉快。小 Q 已经开始逐步探索新

的人际模式，开始接受自己对妈妈的爱，是可喜的进步，当然安全感的建立还需要一段时间的支持和

陪伴。

（3）第三阶段（24—36）咨询巩固和结束阶段。母亲的改变，给小 Q 带来了自体的强健和发展，

治疗逐渐进入结束阶段。通过一起回顾咨询以来的工作，让小 Q 了解治疗终止也是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一个完整的告别并处理分离焦虑，与小 Q 一起体验分离带来的成长

第 24 次，暑假后第一次咨询，小 Q 一落座就开始大段诉说。假期里爷爷摔伤瘫痪了，奶奶查出

得了癌症，但大伯二伯都不愿赡养两个老人，妈妈跟自己一起回老家呆了十天。期间妈妈照顾两位患

病的老人，协调解决老人的赡养问题，小 Q 对妈妈产生了心疼的感觉。这一刻看到冰冻的母女关系从

内部开始消融。咨询师建议一起回顾这一年多以来小 Q 的成长与变化，看看是不是到了一个结束的好

时机。

第 27 次，小 Q 说自己这半年来，跟一个舍友关系越来越好，感觉很开心。咨询师看到小 Q 在逐

渐建立新的人际模式，给予了肯定和支持。咨询师让小 Q 做了自由联想，谈谈咨询至今的变化。小 Q

说以前自己的房屋在森林里，远离人群，她坐在屋子里，紧闭房门，从窗户观察外面，很安静但冰冷。

现在搬到了城市，虽然不是喧闹的市中心，但会出去走走看看，感觉是平静又有温度的。表示想要尝

试如果没有咨询师，自己可不可以做的很好。可以看出小 Q 从只关心自己内在世界，到开始打开心扉，

更接纳自己，自主感在增强，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也发展出了比较有适应性的人际关系。

第 32 次，小 Q 说今天那个关系很好的舍友因为有学院的活动，她只能独自去澡堂洗澡，还挺失落的，

同时也莫名的对将来毕业和找工作感觉焦虑。咨询师问小 Q 这跟咨询快要结束有关吗，小 Q 说或许是的。

看得出来，这是关于离别的矛盾心理。通过一起回顾咨询以来的感受，小 Q 表达了对咨询结束的不舍和

独立应对的担心，说出来似乎感觉不一样，以前总习惯把难受放在心里，今天也会尝试对舍友表达下一

个人时的失落，咨询师看到小 Q 的依恋安全感在提升，后续的咨询中，将通过稳定一致的回应，处理好

分离焦虑。

3.3  咨询中的阻抗

治疗中出现多次阻抗，这里提及三次明显的重要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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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第 10 次咨询

一向很准时的小 Q 没来也没请假。后续咨询讨论时小 Q 无所谓的表示忘记了，跟同学出去玩了。

遗忘是小 Q 的反移情，是害怕被抛弃而刻意拉开的距离。但再次回到咨询室，咨询师还在这里等待并关

注她，这让小 Q 感到了咨询师与母亲的不同。

3.3.2  第 17 次咨询

小 Q 说起初咨询感觉很受启发，状态有很大的改善，可越来越感觉没进展。这让咨询师有些泄气。

事后反思觉察，这种无力感正是小 Q 苦苦追求母爱而不得的感受。咨询师肯定了小 Q 对成长的渴望，解

释说 20 年的生活里形成的人际模式，短短的十几次咨询，也才是开始，咨询师将陪伴她一起成长。

3.3.3  第 23 次咨询

小 Q 说马上放假了，下学期还想继续咨询，让咨询师建议下学期是否需要更换咨询师。咨询师觉察

到这是小 Q 旧有模式的一种重复，就此展开讨论，告诉小 Q 寒假与咨询师的分离焦虑，也是一种治疗。

3.4  接受督导的简要情况

咨询的第 18 次和 32 次，咨询师分别接受了一次团体督导。督导师是一位经验丰富，在当地有一

定影响力的动力学流派心理医生。两次督导咨询师的问题分别是如何理解个案中咨询师的反移情和咨

询结束的节奏把握。督导师通过讨论钱的意义，是小 Q 潜意识里跟妈妈保持联结和索取母爱的渠道，

让咨询师对来访者产生的类似母亲一样的反移情有了更多的觉察，帮助咨询师很好的理解了个案。建

议对咨询的结束要谨慎，应给予来访者更多持续稳定的积极的回应，稳妥处理来访者分离焦虑都有很

大的帮助。

4  咨询效果评估

这是一个表面上焦虑、但实际上内心深处非常抑郁的来访者，希望通过咨询能够改善自己的人际关

系，经过 36 次的咨询，小 Q 身上发生了一些改变：（1）通过咨询师在咨询室内给予足够的积极关注，

小 Q 逐渐从只关心自己内在世界到开始打开心扉，更接纳自己，对自己有了较为客观的评价。（2）母

女间有效的沟通使她们彼此更多的接纳和理解，关系有了新的进展。（3）很好的领悟和觉察能力也帮

助小 Q 认识到很多问题源自于自己应对这个世界的模式问题，并不断重复，经过一段时间的咨询，小 Q

逐渐开始去坦诚面对周围的人和事，感受善与爱，安全感和信任感的增强，也让她一定程度上发展出新

的，较为良好的人际关系，抑郁的情绪得到了缓解，遇到困惑自己会做反思，而不是一味的沉浸在情绪里，

承受和管理情感的能力也有了提高。

5  反思

5.1  对咨询目标成败的思考与分析

咨询师总体咨询有所把握，咨询目标基本实现。这次咨询建立在小 Q 渴望改变的意愿上，建立在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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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咨访关系上，也建立在妈妈这个重要客体的改变与所形成的支持。小 Q 很好的领悟力，让她能感知

到并修正，继而建立新的心理结构。

5.2  对咨询过程的评价与反思

在整个咨询中，咨询师常感觉咨访关系像是母女关系，咨询师像母亲一样用抱持的态度，在努

力倾听、陪伴、理解小 Q 的基础上，包容小 Q 的负面情绪，分享小 Q 在大学的快乐与成长。小 Q 逐

渐开始接纳自己，树立自信。其次，小 Q 觉察能力强，对咨询师解释其潜意识的幻想，有很好的领悟，

觉察到自己对母爱的渴望与怨恨之间的矛盾，形成人际中害怕被抛弃，总是先逃离回避痛苦的模式。

第三，较好的修通能力让小 Q 对自己有了更多的探索，并逐步开始表达感受和需要，尝试建立新的

人际关系。

5.3  咨询中的自我觉察

小 Q 在咨询中改变动机很明确，在探索自己成长中的创伤经历时，会痛苦、逃避和不安，但一直在

努力坚持，咨询师要做的就是积极关注、共情性的回应她的情绪体验，让来访者感受到足够的安全，这

样能够让来访者体验到被接纳和被支持。督导对咨询推动的帮助很大。督导师经验丰富，让咨询师产生

很好的反思以及对反移情的觉察，对理解和推进个案十分有益。

（致谢：本案例报告得到来访者的知情同意，在此感谢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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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irl Longing for a Mother’s Love
—The Case Report of Psychodynamic Oriented Counseling

Lei Zhenning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Abstract: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visitor to seek counseling is that she were admitted to the university 
in the same city with her mother who had never lived together with she, so there were more and more 
conflicts with them. At the same time, after entering the university, she felt lonely because she could not 
make intimate friends, which led to bad mood. In the past more than a month, she has difficulty falling 
asleep, early awakeningsshe and other symptoms. In general, the patient was assessed as complex and 
developmental trauma. After 36 times of counseling, the counseling goal was basically achieved. 
Key words: Psychodynamic perspective; Complex developmental trauma; Depression; Case re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