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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探索和总结了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移空技术“知行意礼例”督导模型，介绍了模型的提出过程、“知行

意礼例”的基本含义、移空技术督导模型的组织和实施以及特点，并讨论了如何做好移空技术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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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移空技术督导模型的成型

督导是心理咨询师专业成长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移空技术专业化发展的保障。移空技术专业人员

的专业成长和认证均需要接受督导，做好移空技术督导意义重大。

2019 年 5 月，在尚旻老师的大力推动下，移空技术团队开始开展移空督导工作，自此，我们边实践

边摸索移空技术的督导模式。

2020 年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注册系统多次召开督导师疫情工作线上督导培训和

督导师沙龙，移空技术创始人、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督导师刘天君教授参加了这些活动，同时组建移空

技术团队以“简化移空技术”进行新冠疫情心理援助工作，成立了简化移空新冠疫情督导组，对参与

援助的咨询师进行督导。在 2020 年 2 月 25 日的督导中，刘天君教授提出了移空技术督导的 “知行意

礼例”模型。

2020 年 5 月移空技术团队参加了中科院心理所龙迪教授主持的国家应急攻关项目“新冠疫情创伤疗

愈本土化心身支持公益项目”，项目期间刘天君教授以此模型对项目咨询师进行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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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空技术督导模型是在学习其它心理治疗流派的督导经验、结合移空技术特点在实践中摸索发展起

来的。本文拟总结移空技术“知行意礼例”的督导模型。

2  “知行意礼例”督导模型简介

移空技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融中国传统的存想与入静技术与西方行为治疗的结构性操作流

程为一体，是一项衷中参西的心身治疗技术。移空技术的专业学习和专业能力的发展也有着浓厚的

中国文化的特点，即强调行而后知、行知合一。基于此，刘天君教授提出了督导的“知行意礼例”

模型。

2.1  知

知就是知识。要做好移空咨询，移空咨询师需要掌握移空技术的各项基本知识，包括移空技术

的文化渊源、移空技术的定义及原理、移空技术的关键术语（如移空、治神、存想、入静、症状、

心理空境等）、传统文化的人格成长层次、思维形式基础知识（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具象思维、

无象思维等）、移空技术操作步骤要点及其心理学含义、移空技术的特点、移空技术的咨访关系、

移空技术的评估、移空技术疗效评价、如何做移空技术随访等等。正确的“知”是“行”不偏离移

空思路的前提。

督导时，督导师首先要留意受督者对移空技术的各知识点有没有正确掌握。进行“知”的督导时，

督导师主要是教师的角色。

2.2  行

行就是怎么做，是把知落到行上。知道了不能落在行上不是真知，能做到才是真知。中国传统文化

强调知行合一、行而后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移空技术至深至简、至简至深。移空技术十个操作步骤及操作要点很清楚，加之移空技术的基本原

理和操作技能主要来自中国传统文化，学习时并不需要掌握大量的西方心理学知识，比较容易上手。然而，

要想在临床上熟练而灵活地运用移空技术，达到最好、持续且稳定的效果，则需要深入地了解传统文化

中的心理学思想和熟练掌握不同思维形式的操作方法，尤其是“存想”和“入静”两个核心技术的应用，

所以移空技术看起来很简单，但真正做好并不容易。 

咨询时每一个来访者是不一样的、每一次移空咨询都是新的。移空咨询过程中会遇见各种各

样的问题，例如做三调放松时如何观察来访者是否放松下来？来访者同时有好几个症状，如何选

择本次移空的靶症状？如何引导出更准确的象征物？如何判断来访者是否处于具象思维状态？来

访者移不动了怎么办？如何判断来访者是否到达心理空境？移动时如何根据来访者的节奏下指

令？如何把十个操作步骤做到位，而又不是简单地走流程、读指令？等等，这些都是移空咨询师

在“行”中常见的问题，督导时不仅是在知的层面进行，还需要根据受督者的水平、个案遇到的

具体问题提出具体意见。这时移空督导师更象师傅角色或教练角色，有时一句话就能让受督者茅

塞顿开、打破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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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意

意指咨询师本人的意向、动机、态度，也指咨询师的觉察力。 

咨询师有了知识和技能，在咨询时还要对自己的动机、状态等保有觉察。督导要引导受督者觉察是

否把“以来访者的福祉为先”放在首位？是否想帮助来访者的意愿大过来访者的求助意愿？刚学完移空

急于给来访者做，是为来访者解决问题还是为了自己练手？移空已经做了很长时间、来访者感到疲惫还

坚持做完，是为了来访者还是想要有好的疗效证明自己厉害？常常被来访者带跑，引导受督者觉察是怎

么被带跑的？来访者的问题是否也触动了受督者的个人议题？受督者能否 hold 住这个来访者？等等。督

导师要帮助受督者觉察自己在咨询中的动机、态度、状态等，以及提升觉察力。 

2.4  礼

礼就是伦理。

咨询师有知识、有技能、也有善意，进行移空咨询时还要知道心理咨询工作的专业伦理。如同开车

上路，不仅要知道如何驾驶、会驾驶，还必须懂交规，咨询伦理就如同交规。专业技能和专业伦理缺一不可。 

督导师首先要懂得伦理的定位。中国传统文化把人格分为生物属性，社会属性、宇宙属性。王阳明

说“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道就属于“无善无恶心之体”的境界，一个证道之人的行事

常常不拘于法而合道，孔夫子所说“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说证道后随心所欲之举就是当下最需要的

作为、最适宜的抉择，做的事“恰恰好”而不“逾矩”。绝大多数人达不到这个境界，我们就强调身心修养，

注重德行、按规矩办事。专业伦理守则就是本行业的先驱者、德高望重者将这一行的经验教训凝练为一

条条的“守则”，作为本专业的人行为处事的指导和规范。

移空技术咨询伦理以《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工作伦理守则》为主，同时也在实践中总结

了移空技术的伦理规范，比如：

在宣传、咨询、培训、督导、发表的过程中，应讲清楚移空技术不仅能消除来访者的负性心身感受，

还能把来访者带到心理空境，心理空境可以通过操作达至，与宗教无关，与修炼无关。移空技术既是一

种治疗方法，也是一种人格成长的方法，可以通达人格成长的天人合一境界。表达时语言要严谨、不要

夸大、要去神秘化。

移空咨询师应对自己的专业胜任力有明晰的把握和觉察，初始访谈时要对来访者进行评估，对于需

要进行危机干预的来访者应转介。

移空技术咨询师可以协助精神科医生及危机干预工作者对来访者当下的负性心身感受进行处理，需

在来访者精神状态稳定的情况下进行，正在精神科就诊的来访者进行移空咨询前需获得主治医生的书面

或口头许可。

移空技术可处理负性生理症状如疼痛、胸闷、发热等，移空咨询后无论症状是否减轻，仍需嘱来访

者去正规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咨询师不指导来访者用药，用药须遵医嘱。

尊重来访者的意愿，尊重各种治疗方法，尊重多元文化，不把咨询师个人或社会的价值观等强加给

来访者，不强求来访者做移空技术咨询。

督导师要做伦理示范并帮助受督者掌握伦理、践行伦理，从而保护来访者的福祉、提升受督者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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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胜任力。

督导师还要让受督者明白，笃行伦理也是修炼自己的过程。一开始可能会觉得伦理是条条框框、是

一种束缚和限制，慢慢会内化伦理的精髓，达到“由仁义行”而不是“行仁义”。那时就会如古语所说：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这

需要不断地学习和磨炼才能达到。 

2.5  例

例指案例报告。

知、行、意、礼这几个部分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咨询结束后咨询师要及时撰写案例报告，

把咨询过程记录下来，包括咨询过程、个性化事件、对咨询的反思等。移空技术的案例报告也在

实践中摸索出四种形式：简述式、叙述式、叙述 + 关键对话式、逐字稿式，简述式用简练的语言

概括案例，叙述式用较详尽的语言叙述案例，叙述 + 关键对话式在叙述式的基础上加上重点部分

的关键对话，逐字稿逐字记录咨询全程对话内容，此外，移空技术案例报告还对十个操作步骤有

量化的评定。

移空咨询最终落在“案例报告”上，写案例报告是移空咨询师专业成长的重要途径，写案例报告的

过程咨询师自己就能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并得到提升。在进行督导时也常常以呈报案例报告的形式进行，

移空督导的案例报告最好是叙述 + 关键对话式，咨询师把自己案例中有困惑的地方、精彩的地方、有特

点的部分以对话方式详细呈现，案例报告是受督咨询师对咨询过程的记录和反思，包含了“知行意礼”

的内容，移空技术督导围绕案例报告、聚焦督导问题展开。

3  移空技术督导的组织与实施

移空技术督导形式有团体督导和一对一督导。目前运用得比较多的是团体督导。团体督导可以由 1

位或 2-3 位督导师组成督导小组进行，可以面对面进行，也可以视频进行。督导团体成员需事先签订网

络团体督导保密承诺书，受督者在征得来访者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提交叙事 + 关键对话式的案例报告或

者需要督导的音频或视频片段和受督问题。督导小组事先开督导准备会，对案例及督导问题进行讨论，

正式督导时由一位主督导主持、两位辅督导参与讨论，团体成员在 20 人以内。一次督导一个半小时，

可每周一次或隔周一次，一轮督导可 8 次左右。

督导由主督导主持。督导的基本流程为：（1）受督者介绍个案 （在征得来访者知情同意的基础上

提交案例报告、录音、视频）；（2）参与者提问：针对个案提出想进一步了解的信息，受督者只听不回应；

（3）受督者统一回答；（4）自由讨论：小组成员谈对这个个案的感受和理解，或提出自己的疑问、想

被督导的问题；（5）主督导督导；（6）受督者回馈；（7）其它组员回馈及进一步讨论。

督导结束后，主督导须填写督导记录表、受督者写受督心得。

这样的设置使得不仅提交案例的受督咨询师获得督导，小组成员借由一个个案例及督导问题也得到

了督导，而且自己由这个案例引发的疑问也一并被督导。组员提问和讨论环节，有同伴督导的意味，组

员的参与感强、获得感也强。通过一个个案例的督导，受督者及所有小组成员都更清晰了移空技术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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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操过程中的技术运用、咨询师的主导作用，以及咨询师的人格特点、个人状态如何影响移空咨询的进

程和效果等。

4  “知行意礼例”督导模型的特点

移空技术督导的“知行意礼例”模型与移空技术植根于传统文化、知行合一的理念一脉相承，亦与

移空技术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核也有明晰的操作步骤的特点息息相关。该督导模型将移空咨询师必备

的专业胜任力简明扼要地提炼出来，凝炼为“知行意礼例”，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使得移空督导工作

既有深厚的理论框架、又有具体的落点及抓手，便于实施。

督导时围绕案例报告、聚焦督导问题、探索移空过程，能非常具体地发现受督者在知行意礼例方面

的短板并给予具体切实的督导，不仅聚焦于具体的操作，也帮助咨询师意识到自己的人格特点对咨询的

影响：如魄力不够、个性犹疑使得在移空咨询中不能很好地起主导作用；自己有某些尚未准备好要处理

的问题在咨询中会无意识地回避。由此可见，这样的督导模式提供了咨询师专业成长和人格成长的契机。

移空技术“知行意礼例”督导模型理论深厚、结构清晰，简明扼要，便于进行。

5  如何做好移空技术督导

做好移空技术督导，督导师需要有发展移空技术的使命感、提升移空咨询师专业胜任力的责任和热

忱、具备移空技术“知行意礼例”各项扎实的基本功和丰富的移空咨询经验、清晰的觉察力和伦理敏感

性以及静功修炼经验。

做好移空技术督导，督导师还需要掌握临床心理督导的一般理论与技能，深刻理解督导师的工作职

责、角色定位，全面平衡好保障来访者福祉、提升受督者专业水准、关心公众利益以及做好专业“守门人”

的关系；要有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根据受督者的发展水平进行督导的意识，要能既鼓励支持受督者又能

清晰指出问题、做中肯的评价，让受督者清楚存在问题、明确努力方向、提升专业胜任力、做好移空咨询。

以上移空技术“知行意礼例”的督导模型已初具雏形，还需要进一步在实践中摸索和完善。希望各

位同行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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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and summarizes the supervision model of “Knowledge-Action-Intention-
Ethic-Case” based 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t means to describe the process of putting forward this 
model, the basic meaning of “Knowledge-Action-Intention-Ethic-Case”, the organization, implemen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t, and discuss how to properly apply it to everyday practice in the process of using 
Yikong sk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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