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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案例是典型的后天成长环境等因素引发的性别认同障碍。来访者出生在母亲

主导，父亲缺失话语权的原生家庭模式中。来访者仅完成了生理上的性别确

认，心理上的性别认同发生困难。案例中采用心理动力学咨询方案，重点在于

识别来访者的内在心理冲突、防御机制、创伤体验等。通过建立治疗联盟、觉

察移情与反移情、倾听和会谈技术等，梳理来访者内在冲突来源。通过咨询，

来访者对自我身份和性别认同有了更深地探索，内在冲突减少，痛苦感减轻。

关键词｜性别认同；身份认同；冲突；心理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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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1.1  案例基本情况

人口统计学资料：F，男，汉族，就读于某理工类大学，大四学生，保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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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名校，家庭经济状况困难，父母均为农民，父亲为上门女婿。家中有三个姐姐，

来访者排行第四，也是家中唯一的儿子。

主诉及求助目标：近一个月，感觉内心很矛盾，很痛苦，脑海中有各种“强

迫性想法在打架”。有时感觉这种矛盾被压制下去，但是过一会又会浮现出来。

这种状态让自己无法安心学习。生活中也常常感觉到这种矛盾，心情不好。

2021 年 4 月，F 称自己感到非常痛苦，常常有各种想法在头脑中打转，不

知道该如何处理。有时感觉自己压抑下去了，有时那种想法又冒了出来，让自

己非常焦虑、痛苦，影响到了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状态。F 感觉自己似乎喜欢上了

一个同性朋友，担心自己是同性恋。当听到别人谈论同性恋话题或者在网上看

到同性恋的亲密图片时，自己会感觉到紧张和恐惧。最近 F 和那个同性朋友吵

架了，闹得比较严重，自己一方面感觉不能接受这种关系的改变，另一方面觉

得自己对这个同性朋友好像是情侣的爱恋倾向。这两方面的感受让自己很痛苦，

不知该怎么办。

1.2  家庭情况及重要成长经历

1.2.1  家庭情况
F 的父亲老家在外地，F 在本地有个伯伯，条件比较好。F 说父亲家那些亲

戚看不起自己家，不经常来往，对父亲家的亲戚没有太多印象。F 的父母年龄相

差一轮，父亲是上门女婿。母亲有五个兄弟姐妹，妈妈的哥哥生病去世了，大

姨喝药自杀，妈妈最小的弟弟很小就夭折了，现在就小姨健在，小姨家经济情

况比自己家好些。F 的大姐和二姐均已婚，各有一儿一女。三姐未婚，在本地工

作。在大姐小时候家庭经济情况不好，所以大姐早早就辍学了。二姐上到初中，

不愿意上，就出去打工了。家里只有三姐和自己念了大学。

F 说父亲是一个脾气特别坏的人，经常有家暴行为，殴打辱骂母亲，也动手

打过姐姐，但从未打过自己。父亲常为自己学习优秀感到骄傲，常向别人宣扬

自己的儿子很优秀。这次保研名校，F 并未告知父亲，觉得他只会把这当成宣扬

的资本。所以 F 只打电话告诉了母亲，母亲非常高兴。在 F 的心目中，母亲非

常勤劳，坚韧。家中几乎是靠母亲在支撑，而父亲虽然最疼爱自己，但其他方

面却很糟糕，脾气大，懒惰，不会与人相处，和自己心目中的男性角色相差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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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父亲生病住院，现在在家基本什么活也不干。

爷爷（实际是姥爷）去世时 F 比较小，没什么印象，听人家说爷爷是比较

要强的人，凭自己的能力养家糊口。奶奶（实际是姥姥）十几年前也去世了，

奶奶比较疼爱自己。

1.2.2  成长经历

F 小时候家中贫困，父母生下姐弟四个，全家人都挤在一张大床上。作为家

中最小而且唯一的男孩，父亲对 F 管束比较严，严禁 F 和村里的男孩子们玩，

禁止 F 参加一些危险的活动，比如爬山，游泳等。因此 F 只能与女孩玩耍，玩

些女孩玩的游戏。由于 F 入学年龄小，上学后，班里的同学年龄都比 F 大，都

说 F 就像小弟弟，没有长大成熟。

初中时，F 曾去姨家，有个比 F 大 1 岁的表哥，带着 F 偷看了成人影片，

接触了有关性方面的知识。F 说那个时候自己年纪小，还不是太懂。目前表哥在

外地打工，几乎很少见面了。F 说表哥比较不成器，自己不是很敬佩他。

初中阶段，F 也萌生出对女生的好奇心，曾试图与女生交往，但因自己年龄

在班中偏小，总是被女生视为弟弟，她们感觉自己不够成熟，没有正式交往。

高中毕业的暑假，F 曾去医院做过一次包皮手术，开始自己挺不好意思，后

来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在县城医院做了手术。

F 说从小到大自己在学习上投入比较多，成绩也比较优异，但在其他方面不

够成熟。在镇上读高中时，认识了现在这位同性朋友，F 称他为“哥”，感觉这

个哥很成熟，教给自己很多人生道理。F 对他很敬佩，见到他总是感觉很亲切，

想和他待在一起。从高中到现在，F 和他都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

1.3  咨询师和他人观察

F 身材适中，身高中等，大眼，皮肤白，穿一身运动衣裤，一双运动鞋，感

觉像中学生，稚气重。咨询时手部时不时会有小动作，两手揉搓，说话时遇到“敏

感”的与性有关的词语，脸会微红有羞涩感，眼神有闪躲，有捂嘴的手势，并说“老

师，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有时会有沉默或有欲说还休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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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咨询信息

2021 年 4 月咨询 2 次，从 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4 月共咨询 6 次，中间因

课程冲突和放寒假暂停一段时间，每周 1 次，60 分钟 / 次，期间接受督导 1 次。

学校心理咨询免费。

2  评估与分析

2.1  病因分析

2.1.1  心理动力学理解与分析

早期抚养环境和家庭关系等因素引发了 F 的性别认同障碍。

（1）F 出生后，被女性（母亲和三个姐姐）围绕，经常与女孩玩耍，在性

心理发展的关键时期没有完成自己性别角色的确认。

（2）F 的父亲有长期的家暴行为，使他对父亲很难产生认同，从而使他性

别认同和性别角色学习过程受挫，压抑了他成为男性的愿望。F 的父亲对母亲的

暴力也让 F 对于异性间性的接触产生强烈的恐惧和羞耻感，从而很小就开始关

注理想中的同性，渴望和同性的亲密行为能够给自己带来关爱和安全感。

（3）F 在心理上卷入父母的冲突中，对于母亲的认同使 F 心理性别角色倾

向于女性。在 F 的成长过程中，体会到母亲为了维持家庭所忍受的屈辱和不易。

父亲的懒惰和无能，母亲的勤劳和能干，两相对比，使得 F 在心理上倾向于认

同母亲。

2.1.2  创伤体验

（1）小时候，父亲对母亲的经常性家暴行为。

（2）青春期时，F 和表哥之间的性游戏。

2.1.3  无意识妥协

性别认同的不确定在来访者内心形成冲突，来访者在思维上陷入了强迫和

反强迫的妥协，总是体验到理性自己和感性自己之间的冲突。

2.1.4  防御机制

压抑：F 将对性的冲动等排斥在意识范围之外，不愿受其影响。



·428·
一例性别认同障碍的心理动力学咨询案例 2022 年 8 月

第 4 卷第 8 期

https://doi.org/10.35534/tppc.0408048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tppc

否认：F 试图通过注意力转移使自己从是否是同性恋的内心冲突中转移开，

试图否定。

理智化：F 常常试图让理性的自己占据优势，而对谈论性等相关话题缺乏情

感体验。

升华：F 与同性朋友的友谊部分上是受升华了的同性恋的驱使。

2.2  心理评估

2.2.1  动力性评估

来访者对自己是不是同性恋的不确定引发的内心冲突，实际上反映了来访

者在自己的身份认同和性别认同上的冲突。生理上确认自己是个男性，但是心

理上却又欠缺男性的部分，来访者的性别认同被卡住了一半。

心理动力学初始评估为自我认识问题，尤其是自我认同、性别认同存在冲突。

2.2.2  移情与反移情以及变化

移情：来访者对咨询师的信任，是正向移情。反移情：咨询师的原生家庭

与来访者相似，激发了咨询师帮助来访者的热情。

前两次，来访者非常敏感，对人不信任，总是躲躲闪闪。在治疗初期，来

访者的倾诉愿望比较强烈，常常在正式咨询后，还会在 QQ 上询问一些问题，但

是对咨询师也是表现出想信任又有顾虑的状态，产生阻抗，中间因课程冲突暂

停咨询。再次来到咨询室时，来访者比较愿意说到关于自己的性别认同部分和

一些相关的隐私话题。在这个过程中，咨询师一开始也陷入来访者怀疑自己是

不是同性恋的那种恐慌和怀疑当中，甚至害怕他就是同性恋以及由此产生的一

些可能不好的结果。这里面有咨询师的是非判断。随着咨询的深入，咨询师认

识到无论来访者是不是同性恋，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让来访者认识

自己。

3  目标与过程

3.1  目标与方法

从心理动力学的角度，探索来访者性别意识和性别认同的形成，帮助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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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性别和性取向有更深的认识，同时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

根据初步评估，同 F 协商，共同确定咨询目标：认识自我，探索自己的性

别意识，促进性别认同，接纳不完美的自己。 

来访者存在神经症水平的冲突和障碍，具有一定的心理学头脑，能观察情

感而不在情感上见诸行动以及能通过理解来缓解症状，通常能从心理动力学治

疗中获益［1］。因此，经过与来访者协商，采用心理动力学咨询方案，帮助来访

者探索自我身份和性别认同，减轻内心冲突和痛苦感。

3.2  咨询过程

咨询共进行了 8 次，第 1、2 次为诊断评估与咨询关系建立阶段，主要是收

集资料，建立咨询关系，确立咨询目标。第 3 ～ 6 次为心理帮助阶段，主要是

探索性别和自我认识，巩固咨询关系。第 7、8 次是结束和巩固阶段，主要是深

入自我探索，巩固与结束咨询关系。

第一阶段（第 1、2 次咨询）

任务：通过摄入性谈话收集来访者的相关资料，与来访者建立良好的咨询

关系。询问来访者的基本情况，介绍心理咨询的性质、保密原则等有关事项。

通过平等、真诚的交流与来访者建立良好的咨询关系，获得来访者的信任。在

咨询过程中，咨询师主要运用倾听技术、情感反应、共情等技术对来访者的恐

惧表示理解，使来访者感到温暖，让来访者的恐惧情绪得到一定的合理宣泄。

运用开放式提问与封闭式提问收集相关资料，运用具体化技术以及内容反应确

定来访者的主要问题。最后与来访者商定咨询目标。

方法：会谈法、倾听技术等。

过程：F 通过 QQ 预约咨询，主要谈到自己的内心存在冲突，怀疑自己是否

是同性恋，有时可以压下去，有时又冒出来，感觉很痛苦。

第一次咨询结束后，建议 F 在网上采用量表进行对自己的性取向进行

测 试， 当 时 给 他 推 荐 了 金 赛 表（http://vistriai.com/kinseyscaletest/ 和 http://

vistriai.com/gaytest/）来确定自己的性取向。第二次咨询时 F 说结果显示自己

是边缘性的同性恋，咨询师解释测试结果只是辅助，还需要进一步来了解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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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咨询结束后，在 QQ 上，F 对于接纳有些矛盾。因为课程时间冲突的原因，

咨询中断，来访者希望自己来进行调节，咨询师给来访者推荐了《接纳不完

美的自己》。

第二阶段（第 3 ～ 6 次咨询）

任务：进一步收集资料和加深咨询关系，确立主要问题，并协商咨询目标。

方法：会谈法、倾听技术等［1］。

内容摘录：

第三次：最近，同性好友“哥”在复习考研，自己常常去陪他上自习。同

性好友“哥”觉得有些打扰自己，两个人吵架了，自己回到了学校。给他发短信，

他也不回，自己很难受，但是又忍不住想要联系，内心很痛苦。同时又发现这

种状态很像是谈恋爱的情侣间的状态，便对自己是否为同性恋产生了怀疑和担

心，最近自己的状态比较糟糕，常常做不了任何事情。现在已经保研国内著名

学府，也在考虑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

第四次：来访者称上次咨询完，感觉好些了，也能正常做一些事情，但

时不时也会想起那位“哥”。在自己去某校保研时，在公共厕所里看到有那

种同性恋交往的联系方式，自己有点想联系，但最后还是忍住没联系，自己

也感觉那种行为有危险。之前去学校找那位“哥”曾在他的宿舍留宿，那时

有忍不住去亲近他的想法，虽然并未发生实质性接触，但自己内心是有这种

冲动的。

来访者提到一些原生家庭的情况：父亲脾气特别坏，经常有家暴行为，殴

打辱骂母亲，也动手打过姐姐，但从未打过自己。父亲以儿子学习优秀为骄傲，

常向别人宣扬儿子很优秀。这次保研名校并未告知父亲，自己觉得他只是把这

当成宣扬的资本，只告诉了母亲，母亲非常高兴。在自己心目中，母亲非常勤

劳，坚韧，家中是由母亲在支撑，而父亲虽然最疼爱自己，但其他方面很糟糕，

脾气大，懒惰，不会与人相处，和自己心目中的男性角色相差太多。

来访者谈到自己小时候，家中贫困，全家人都挤在一张大床上。姐弟几个

相差两三岁，家庭负担重。因为常与女孩玩耍，总给人“小弟弟”的感觉。

第五次：F 因参加一个毕业生交流活动，稍晚点过来咨询。作为优秀学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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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进行发言，F 穿一身黑色西装，黑色皮鞋，蓝色衬衣，很精干利落，情绪状态

也好了很多。F 说那位“哥”和自己又联系了，两个人也说开了很多，自己感觉

不再那么痛苦。

来访者回忆在初中时去姨家，比自己大 1 岁的表哥，带着自己偷看了成人

影片，接触了有关性方面的知识。目前表哥在外打工，很长时间没见面了，他

比较不成器，自己不是太喜欢他，他现在也没有女朋友。

和那个“哥”在一起，自己非常敬佩他，喜欢他。自己曾经买过内裤作为

礼物送给他。因为在宿舍发现他的内裤比较破烂。宿舍其他人对他们的关系也

有调侃，但也没太当回事。来访者有时会觉得他女朋友很碍事，希望有更多的

时间可以和“哥”两个人单独待在一起。

来访者提到感觉和女性发生性行为是罪恶的，有时看到一些相关报道，自

己会非常不舒服，觉得和女性产生性行为是野蛮的，暴力的，是一种罪恶的行为。

动力学理解：来访者回忆了青春期时的第一次与同性发生亲密关系并产生

快感，这对于来访者目前的性观念、性意识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目前认

为那位“哥”是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男性形象，并担任了自己人生中的生活导师。

性别认同没有发展好。对自己是不是同性恋的怀疑，实际是要确认自己“我

是不是个男的”。很多时候自我身份认同与同性恋混为一谈，心理上的性别认

同没有完成，很可能发展为双性恋。

第六次：来访者说通过几次心理咨询，感觉情绪状态好了很多。上周末陪

同那个“哥”去考研，两个人住一个标间，当时两个人坐在床边，把腿搭在床上，

自己有性的冲动，但并未做任何动作。两个人聊了很多，感觉很不错。考研期

间，自己也帮了他不少忙。现在自己的状态好转了，但有两个疑惑：第一，自

己状态的好转是咨询的原因，还是自己现在和那个“哥”关系变好的原因？第

二，上次讲过与表哥之间的事情后，感觉自己现在的状态与表哥有很大的关系，

一想到这些，感觉不舒服，也不想再见到表哥。目前，自己也不是那么纠结同

性恋的问题，觉得自己现在的状态挺好的，对自己的认识也有了些变化。

初中阶段，自己也萌生了对女生的好奇心，曾试图与女生交往，但因自己

年龄在班中偏小，她们感觉自己不够成熟，总是被女生视为弟弟。上大学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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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去医院做过包皮手术，开始自己挺不好意思，后来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

在县城医院做了手术。

处理：继续心理咨询，加深自我认识。（这次咨询之后，因为忙于毕业设

计和寒假到来，咨询再次中断）

第三阶段（第 7、8 次）

任务：巩固咨询效果，结束咨询关系

方法：会谈法

过程：

第七次：寒假期间，F 与那个“哥”一起去北京游玩，感觉很好。虽然挺亲

近，但没有带太多性的想法。现在觉得和那个“哥”就是朋友关系，F 一方面反

复告诫自己，他们之间不能是同性恋。另一方面，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和女性交

往？一想到与女性结婚、生子等，总觉得自己似乎被社会规则推动着往前走。

可自己本人的自主性意愿在哪里呢？而且 F 发现自己总是被一些男生吸引，看

到那些比较会穿着打扮的男生总想多注意他们，但又怕别人怀疑自己是同性恋，

不敢多注视。现在感觉说起同性恋，自己没有以前那么敏感了，能自然谈论一

些相关的话题，但是自己在网上看到同性恋的图片和视频又会觉得恶心。同时

也很迷茫自己不善交往，不知道该怎样和女生相处，感觉自己就是个被动的人。

咨询师之前提到的性别意识，自己也不是很明白，周围有人也说自己比较像女生，

到底男性该是什么样？自己也很困惑。

处理：来访者说一开始不是很认同将咨询目标定位自我认识，但后来发

现这个目标很准确，确实需要加深自我认识，尤其是性别意识，性别认同需

要处理。咨询师尝试将性别认同中来访者比较清晰与不清晰的部分分离开来

讨论。

第八次：来访者说前两周有重要事情发生，那位“哥”参加本省一所名校

的研究生复试，初试分数考得挺高的，结果复试被刷下来了。他们在打电话交

流和见面时，那个“哥”都哭了。通过这件事，自己忽然看到一个更真实的对方，

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完美，以前对他是有种仰慕的感觉，觉得自己什么都不

如这个“哥”。以前这个“哥”说，相互学习时，自己总感觉没有什么能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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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现在发现他身上也缺乏自己身上的一些优点，比如果断，坚毅等。另外，

自己也很后悔，当初自己本来想建议这个哥报考外地的知名大学，这些大学的

录取可能更公平些，对本校生和外校生没有太多不同。觉得自己当时应该坚持

自己的意见，但是这个“哥”的家人，比较支持他考本省的名校。

考研复试的时候，这个“哥”住在自己宿舍，感觉自己没有那么强烈想和

他睡在一起的想法。最近和他在一起，也不会有那么强烈地想要和他待在一起

的感觉。上次两个人睡在一起是寒假去北京游玩的时候，当时为了省钱，两个

人要了大床房，办理入住手续的服务员还用怪异的眼神看了他们一眼。和别人

在一起的时候，如果谈到同性恋，F 以前会感觉很不舒服，现在感觉能好些了，

但是自己也不会轻易表达观点，害怕别人认为自己是同性恋。和那个“哥”在

一起时，会谈论一些自己的观点。那个“哥”也会说如果自己是同性恋，他就

不会和自己交往了。去年自己和这个“哥”闹矛盾时，他就发短信说过类似的话。

最近觉得再听到别人讨论同性恋或者在网上看到同性之间亲密照片等也不会那

么不舒服了。

来访者提到自己经常会注视男性的内裤，而不是那么注意女性的内衣裤。

自己会忍不住想去看男性的内裤。另外，去公共澡堂洗澡，自己也会不好意思。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自己直到初中才第一次穿内裤，是大姐给自己买的。一开

始不愿意穿，觉得不舒服，后来经常穿那种三角的内裤，为此那个“哥”还笑

过自己，说穿三角内裤比较娘。

来访者穿了一双黑布鞋，说是母亲给自己做的。现在母亲仍然经常在家做鞋。

自己曾经也给那个“哥”送过一双布鞋，结果被他弄丢了。自己经常和那个“哥”

互穿对方的衣服，自己常穿他的衣服回家，母亲担心有皮肤病传染等健康因素

建议自己不要穿别人的衣服，但自己还是想穿，感觉能互相穿衣服可以显示他

们之间的关系不一般，是更加亲密的关系。

征求案例督导同意，来访者有些迟疑，而且提出有些基本信息是不是可以

修改？比如专业、年级等。害怕别人会猜到自己，不同意录音。说到一些“敏感”

的地方会用手捂住半边鼻子或眼睛，有羞涩感。说到内裤时自己有迟疑。

（告知来访者有一个案例督导的机会，他同意可以报告他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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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摘录：

咨询师：上次我们聊到你在性别意识方面有哪些是让自己感觉模糊的地方？

来访者：老师，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有两个地方。

咨询师：嗯，想到什么说什么，都可以。

来访者：我好像有个怪癖。

咨询师：哦？

来访者：我经常注视阳台上挂的内裤。

咨询师：男性的还是女性的？

来访者：男性的，女性的内衣裤看得不多。

咨询师：那对男性的内裤呢？

来访者：会看一会。

咨询师：自己不自觉地会这样吗？

来访者：是的，好像就是想看一会。

咨询师：你比较关注男性的内裤？

来访者：嗯，还有，就是去公共澡堂会感到害羞。

咨询师：嗯。

来访者：老师，你说这是为什么？

咨询师：可能是你把关注点都投注在了男性相关的特征上了。

来访者：其实，我是从初中才开始穿内裤的。

咨询师：嗯。

来访者：一开始不习惯，后来才接受了一直穿。

咨询师：我记得你曾经给那个哥哥也买过内裤当礼物？

来访者：是的，现在想想觉得不会再送内裤给他了。

咨询师：嗯，你的想法发生了改变。

来访者：嗯，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很关注内裤。

咨询师：嗯，可以给自己一些时间来慢慢探索，就像之前的一些问题一样，

现在就有了不一样的理解。

来访者：嗯，是这样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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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对话是来访者回答咨询师提出的“你在性别意识方面有哪些是让自己

感觉模糊的地方？”的问题，来访者提到了自己对男性内裤不由自主地关注和

在男性澡堂洗澡的害羞感。咨询师发现这是来访者对于性有关方面的两个困惑，

也被来访者视为自己不可告人的隐私。咨询师以此入手来讨论来访者出现这些

行为背后的意义，尤其是对于来访者本人的意义。

4  分析与总结

4.1  咨询效果评估

经过咨询，来访者自述情绪状态明显改善，对自己的成长经历和现有状态

有了新的认识，包括自己的性别意识和性别认同，内在心理冲突减少，对自己

的接纳更多。来访者与同性朋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痛苦减轻。

4.2  案例评价及反思

（1）采用心理动力学咨询模式，咨询师对于来访者内在心理冲突意义的理

解非常重要。通过会谈和倾听等技术来探索来访者的自我认同和自我意识部分，

包括性别认同的部分。通过本案例咨询，咨询师对于同性恋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同时认识到性别认同障碍个体的困难并不仅局限在性别认同上，往往还会存在

自我身份认同的困惑。

（2）在咨询关系中，咨询师不断觉察咨询过程中的移情和反移情，同时学

习运用移情和反移情来进行工作。在反移情的部分，对咨询师自己也是一个重

新的认识。

（3）来访者之前是咨询师选修课的学生，并添加了咨询师的 QQ。咨询时，

来访者有时会在 QQ 上给咨询师发信息。高校心理咨询师难免会有师生关系和咨

询关系的双重关系。在双重关系中，咨询师需要时刻注意边界。必要时与来访

者讨论边界，达成共识。

（本案例发表已经征得来访者知情同意，经过技术处理后使用，在此深表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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