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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职业决策困难分为发展性职业决策困难与长期性职业决策困难，前者能够通过大

学职业规划等课程平稳度过困难时期，而后者需要一定的心理辅导来改善情绪

与人格，从而做出合理的职业探索与选择。本文基于职业决策困难的三个相关

重要变量：家庭功能、核心自我评价与职业探索，借助家庭团体沙盘干预的方式，

分3个主题共计12次干预，系统性地完善家庭生态，改善被试的职业决策困难，

最终被试找到了努力方向，做出了明晰的职业规划与目标，并且干预保持效果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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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职业决策困难（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y，CDMD）是指个人在职业选择（进

入阶段或职业改变）过程中，面临最后决策时，不知道要从事什么职业或从几个

职业中挑选一个时发生的困难［1］。职业决策困难也是大学咨询中心遇到的学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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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的发展问题之一［2］，在大学期间做出明确的职业决定不仅促进了大学生调节

自我的目标追求，而且在维持心理健康和福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3］。根据过去

的相关研究，那些能够给孩子支持与理解，让孩子感受到家庭温暖，同时具有良

好家庭规则的养育方式，能让孩子在将来的职业决策过程中更自信［4，5］，有利于

孩子减少因职业决策而面临困难的情况［6-9］。这说明了在职业决策过程中，父母

的支持、父母情感温暖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鉴于此，在本次职业决策困难的干

预中，我们采用家庭团体沙盘的干预方式，并在干预前运用《家庭功能评定量表》

检测来访者的不良家庭功能，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

同时，个体内部因素也是职业决策困难的重要成因，如自尊［10］、自我效能

感［11］、心理控制源［12，13］等，都能显著预测个体的职业决策困难。经过进一步

的文献分析我们发现，自尊、自我效能感、心理控制源、情绪稳定性等因素都

属于核心自我评价（core self-evaluation，CSE）的因子，核心自我评价是指个体

对自身全方位的认知，同时也是一种潜在而宽泛的人格结构，它影响着个体在

其他各个具体领域的自我评价。所以，本文使用核心自我评价作为职业决策困

难形成的个体内部因素，有利于多方面改善被试的职业决策困难。

再者，职业探索也是职业决策困难的关键前因变量。职业探索（career 

exploration，CE）是指个体在一定态度和认知的引导下，通过对自我和环境进行

探索，形成探索技能，明确职业生涯目标，并进而实现自我发展和整合的过程。

有研究发现，职业生涯探索对大学生的职业决策困难具有负向预测作用［14］。在

大学期间，进行积极的职业探索，有利于大学生了解更多的职业与工作世界的

相关信息，锤炼自己的专业技能，有更清晰的目标与职业规划，同时有助于及

时修正职业决策。

最后，本次干预采用了家庭团体沙盘干预，干预理论与实操方法选取的是

整合性沙盘游戏疗法，该疗法包含了个体整合性沙盘游戏疗法与团体整合性沙

盘游戏疗法，融入了积极心理学、精神分析流派、心理动力学、人本主义流派、

焦点解决短期治疗、易经和道家思想等多种中外思想与治疗理论，使其具有了

独特的特点和优势。如动态九宫格中的工作宫、关注宫与闲置宫等是具有创新

性与独特性的治疗技术，这一治疗技术强调了来访者沙盘制作的动态过程，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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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到了来访者的心理能量是如何流动的，以及通过分析心理能量流动的趋势与

其对于个人的意义，能更加深刻地揭露来访者内心的潜意识表达，尤其是在对

于家庭团体的沙盘治疗中，父母与子女的动态九宫格分布，反映了家庭成员间

潜意识层面的互动关系。整合性沙游疗法运用动态九宫格分析技术来分析访者

心理能量的流动趋势，这是李灵教授在多年实践基础上提出的新技术。动态九

宫格分析技术的基础就是动态九宫格的记录与编码，如图 1 所示。

理想 / 精神

融合 / 过渡

现实 / 物质

过去                      现在                   未来

女儿

妈妈

爸爸

图 1  动态九宫格的记录与编码

Figure 1 The recording and coding of dynamic nine-grid

1 ～ 9 区域划分了沙盘的九个宫位，不同宫位代表了不同的潜意识内容，其

中 1、2、3 宫反映了来访者的物质 / 现实层面的潜意识内容，4、5、6 宫反映了

来访者的融合 / 过渡层面潜意识内容，7、8、9 宫反映了来访者理想 / 精神层面

的潜意识内容。同时动态九宫格还具有时间维度，1、4、7 宫反映了来访者对于

过去维度的关注，2、5、8 宫反映了来访者现在维度的关注，3、6、9 宫反映了

来访者未来维度的关注。圆圈中的数字代表沙具摆放或者动沙的顺序，蓝色代

表孩子；红色代表母亲；黄色代表父亲；箭头代表路径。

综上，通过对职业决策困难的形成因素进行分析，我们总结了职业决策困

难的形成因素主要有外部情境因素（家庭功能），个体内部因素（核心自我评价）

以及行为因素（职业探索），根据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家庭属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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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微观系统，而自我评价与行为属于个体自身，故从此三方面进行干预，

能在理论上改善被试的家庭生态，有利于保持来访者的职业决策困难干预效果。

2  干预方法

2.1  干预对象

对寻求职业咨询的来访者使用《职业决策困难量表》，确认职业决策困难

分数高于 5 分，视作存在突出性的职业决策困难，编号为被试 A，被试及其家

属自愿同意参加本研究，并在实验前与研究者签署了知情同意书与保密协议。

被试基本情况如下。

表 1  被试基本情况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subject

被试 参与家属 年级 家庭功能 核心自我评价 职业探索 职业决策困难
A 母亲、父亲 大三 2.98 25 2.06 7.29

被试 A 今年 22 岁，大四，就读于四川某高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目

前身体健康，无既往精神疾病史。为父母独生子，足月健康生产。被试 A 自诉

最近一想到以后要找工作便感到十分烦躁，身边已经有室友开始实习了，看到

他们充实工作的模样，A 常常责怪自己太懒惰，并且感觉自己大学没有学到知识，

害怕参加面试和招聘，认为自己大概率面试不上。被试自诉自己喜欢看书和写作，

最想当一名旅行作家，这也是自己选择地理相关专业的原因，但上了这个专业

后才感到和自己想象中的大不一样，A 目前整天看小说，对工作完全没有兴趣。

在家庭方面这一年也是矛盾频发，主要集中为与母亲的冲突，其中最大的矛盾

是母亲希望女儿能开始查找一些职业相关的信息，希望女儿能进事业单位，可

女儿却迟迟没有行动，面对妈妈的建议无动于衷，在家时女儿每天作息也十分

不规律，妈妈为此感到十分恼火，女儿埋怨妈妈对自己的控制太多，没有足够

的自由，对自己十分严厉，家庭成员间经常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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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干预流程

2.2.1  制定干预方案

我们设计了包含 3 个干预主题，共计 12 次的职业决策困难家庭团体沙盘干

预方案，3 个主题分别是改善家庭功能、提升核心自我评价和增加职业探索行为，

每个干预主题进行 4 次干预，并记录被试的职业决策困难分数变化。

2.2.2  实施干预

干预分为基线期、干预期与保持期，基线期共持续测量被试的职业决策困难

程度 6 周，待数据稳定进入正式的干预期。干预期共持续干预 12 周，第一阶段为

改善家庭功能阶段，为期 4 周，重点对被试的家庭功能进行干预，第二阶段为提

升核心自我评价阶段，为期 4 周，重点干预被试的核心自我评价。第三阶段为增

加职业探索行为阶段，为期 4 周，重点干预被试的职业探索，每次家庭团体沙盘

干预时间在 90-120 分钟，干预指标收集同基线期。保持期为期 4 周，期间不再进

行任何家庭团体沙盘干预与指导，只进行指标的采集，采集方式同基线期与干预期。

2.2.3  回访

所有干预结束一个月以后，对被试 A 及其家属、辅导员进行回访，了解 A

的职业决策困难改善的保持情况。

2.3  具体干预过程

干预期共进行了 12 次干预，分为 3 个主题，每个主题干预 4 次，本文在每

个主题中选取 1 次干预案例进行报告。

2.3.1  主题 1：家庭功能干预

本部分是对被试 A 的家庭功能进行干预，前文问题分析中提到，被试 A 的

家庭功能得分为 2.98，高于样本平均数 2.21±0.30，说明被试 A 存在家庭功能

不良问题，特别是家庭功能中的沟通、情感反应、情感介入三个维度得分偏低，

说明 A 可能与家庭成员沟通不畅，在家庭中不能正常地表达情感和温情，家庭

成员之间对彼此的重视程度存在过强或过弱等问题。参与本阶段干预的家庭成

员有被试 A（女儿）、妈妈和爸爸。图 2 为被试 A 的家庭功能干预工作盘及其

动态九宫格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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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被试 A的首个家庭功能干预工作盘及动态九宫格分布

Figure 2 Subject A’s first family function intervention work sandplay and dynamic 

nine-grid distribution

沙盘故事：爸爸讲述“沙盘中我是一个有学识的教师形象，我们有一个温馨幸

福的小家，屋外风景优美，有山有水，自己背着女儿正走在去赶集的路上”。妈妈

讲述“自己家庭过去像是沙盘中三个人依偎在一起的形象一样温暖，但现在自己像

一个海螺一样不停地转来转去，为这个家的里里外外忙碌着，希望女儿能成长成沙

盘中自己的 3 号沙具一样，一个独立积极向上的职业女性”。女儿讲述“自己正在

屋子前快乐地吃东西，爸爸妈妈正在吵架，妈妈看上去很凶，家里还需要一辆车”。

爸爸给沙盘命名为《幸福小家》，妈妈命名为《我爱我家》，女儿命名为《快乐一家》。

沙盘分析：沙盘给主试的整体感觉是比较和谐的，从沙盘的丰富性上来看，

沙盘中有人物类沙具 6 个，建筑类沙具 2 个，交通运输类沙具 1 个，植物类沙

具 2 个，石头与贝类沙具 1 个，数量与种类都丰富，说明家庭成员内心比较丰富；

从沙盘的动力性来看，女儿的 1 号沙具（车）具有明显的动力性，并且车是有

规则秩序地停在屋子旁边的，反映了家庭系统中成员的心理能量强度是比较适

中而且受掌控的。从沙盘的整合性来看，沙盘基本传达的是一个关于家园的主

题，没有明显的区域划分，说明家庭的系统结构是比较完整的；但就沙盘的协

调性而言，妈妈的 2 号（海螺）和 3 号（带宠物的女性）沙具的朝向是偏右的，

爸爸与女儿的沙具整体朝下，妈妈的沙具在方向上出现了一些不协调，妈妈的

4 号沙具（开花的树）在沙盘 9 宫的位置，给人一些孤独与凄凉的感觉，在位置

上出现了一些不协调，妈妈的 2 号沙具（海螺）与家园的主题有一些不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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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题上出现了不协调。说明在家庭系统中，爸爸与女儿的关系更好，女儿对

爸爸的认同度比对妈妈的高，在女儿的 3 号沙具（女子揪住男子的耳朵）中展

现了妈妈强势的一面，在随后的深入访谈中也验证了这一点，女儿抱怨妈妈不

能好好沟通，对爸爸经常大声责骂，对自己也是管控太强，对自己的合理要求

多是拒绝的态度。从动态九宫格分布来看，爸爸的工作宫和关注宫都为 4 宫和 7

宫，其他的为闲置宫，心理能量流动方向由精神 / 理想层面流向过渡 / 融合层面

又流回了精神 / 理想层面，而整体都处于过去维度，说明爸爸在过去的精神 / 理

想向过渡 / 融合的转折中发生了矛盾，妈妈心理能量的流动轨迹与爸爸大致相同，

不同的是妈妈最后流向了精神 / 理想层面的高位，并且整体沙具处于现在维度。

我们就此问题展开了讨论，爸爸妈妈都提到他们在 20—30 岁期间相处得很融洽

恩爱，两人都在外地发展，事业相当蓬勃，那时没有太多的争吵，但回到家乡

发展之后，事业一直都不是很顺利，现在爸爸在厂里面做司机，妈妈工作不稳定，

每天都比较忙，现在夫妻二人争吵频繁，想起以前的富足生活，常常会有一些

失落感。女儿也补充到，从那时起妈妈开始变得比较强势，情绪易怒且不稳定，

每当看到她们争吵自己总觉得爸爸妈妈是因为回来照顾自己，生活才变差的，

有一种自责感，也越来越抗拒和妈妈交流。

综上，该家庭出现了沟通、情感反应和情感介入等功能不良的原因有：①父

母对于目前生活的不满意，造成了家庭系统中存在的失落悲观的氛围；②妈妈渴

望维护精神 / 理想的高位，在家庭成员中显得比较强势，打击到了家庭内部的沟

通与情感的流动；③女儿与爸爸结成了联盟，妈妈感到了无助与孤独。针对以上

问题，在调整盘中我们设立了两个目标，目标一：我们让家庭成员发现现在生活

的优势，找寻目前生活让家庭成员感到快乐的事件，在接下来的一周中进行记录；

目标二：让妈妈以非暴力沟通的方式融入女儿与爸爸的联盟中，在接来的一周中

运用非暴力沟通技巧，记录每次运用后女儿与爸爸较之以往的变化。

2.3.2  主题 2：核心自我评价干预

本部分为被试 A 的核心自我评价干预，A 的核心自我评价只有 24 分，远低于

常模分数 36.05 分，所以我们判断 A 可能存在低自尊，低自我评价，错误归因等不

良心理状况。图 3 是被试 A 的两次核心自我评价的工作盘及其动态九宫格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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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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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被试 A的首个核心自我评价干预工作盘及动态九宫格分布

Figure 3 Subject A’s first core self-evaluation intervention work sandplay and 

dynamic nine-grid distribution

沙盘故事：妈妈讲述“沙盘中没有一个具体的故事情节，每个沙具代表了

家庭成员不同时期的状态，沙盘中抱着孩子的妈妈代表自己二十多岁时抱着 A

的情境，那时的自己感觉十分的幸福，盘中的小女孩代表女儿 6 岁的时候，很

爱哭但十分可爱，沙盘中的小鹿代表自己，因为自己是属羊的”；女儿也说“沙

盘没有具体的故事情节，沙盘中一家人的形象代表自己 6 岁之前，爸爸妈妈和

自己相处得十分和谐，女儿认为那是自己最快乐的时光，盘中的老人代表自己

的奶奶，爷爷一年前去世了，现在自己最放心不下的便是在老家的奶奶，盘中

最下方带着一个宠物狗的是自己的自我像，说自己最理想的样子便是这样独立

有自己的生活，还养了一条宠物狗”。妈妈给沙盘命名为《温馨的家》，女儿

命名为《快乐一家》，最后采用的共同主题是《温馨的家》。

沙盘分析：沙盘给主试的整体影响比较冷清和压抑，和共同主题《温馨的家》

比较不搭，感受到充斥了一些创伤主题，这种不协调可能来源于家庭成员的心

理防御，想向主试展现家庭美好的一面，这在家庭治疗中是较为常见的一种情况，

我们需要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并向成员展现足够的耐性与支持。从沙盘的整

体性上来看，妈妈和女儿都是在同一个区域进行工作，最后命名的沙盘主题也

一致，说明沙盘整体的整合性比较好；从沙盘的丰富性来看，沙盘中出现 5 个人物，

2 个动物和 1 个骷髅，缺少其他种类的沙具，整体感觉比较空洞和压抑，所以此

沙盘的丰富性比较差，说明在以家庭为主题的时候，家庭成员涌现的内心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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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贫瘠；从沙盘的动力性来看，沙盘中缺少含有动力性的沙具，表示家庭成

员心理能量比较弱。从沙盘的协调性来看，人物类和动物类沙具的朝向都是右边，

说明妈妈和女儿具有一定的协调性，但出现的骷髅头在整个画面中显得十分不

协调，我们认为 A 可能存在一些关于死亡和丧失的创伤性经历，在随后的深入

访谈中也证实了这一点，被试 A 6 岁开始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直到初中才和爸

爸妈妈一起生活，爷爷对被试 A 疼爱有加，但爷爷在一年前因病去世，妈妈回

忆 A 当时很坚强，没有大哭而是一直安慰奶奶，A 将代表奶奶的沙具放的离骷

髅头很远，将自己的自我像放在骷髅头的旁边，提到代表奶奶的沙具的时候，A

无法控制地开始痛哭，干预过程中产生强烈的悲伤情绪，说明被试 A 十分担心

年纪大而独自在老家的奶奶，而对离去的爷爷十分不舍，但当女儿产生悲伤情

绪的时候，妈妈显得比较尴尬和难为情，希望女儿不要哭了，所以我们能在这

个家庭系统中看到 A 的悲伤和担忧，但家庭成员对于这种情感不能做出适当的

反应，女儿的悲伤和痛苦在这个系统中得不到消化和疏通。从动态九宫格的分

布情况来看，妈妈的工作宫有 1、2、4 宫，关注宫为 2 宫，其他为闲置宫，从

纵向看，妈妈的 1、3 号沙具位于过去，2、4 号沙具位于现在，从横向看，1 号

沙具位于融合 / 过渡层面，2、3、4 号沙具位于物质 / 现实层面，说明妈妈的心

理能量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来回流动，并由融合 / 过渡流向现实 / 物质，说明妈妈

的心理能量具有一定的流动性，但始终没有流向未来和精神 / 理想层面，说明妈

妈可能在未来和精神理想上存在一些心理矛盾，女儿的工作宫和关注宫为 1、7 宫，

其他为闲置宫，从纵向上看，A 的所有沙具都位于过去，从横向上看，1、3 号

沙具位于精神 / 理想层面，2、4 号沙具位于物质 / 现实层面，可以看出女儿的心

理能量流动比较剧烈，物质 / 现实层面精神 / 理想层面来回流动，说明 A 可能在

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一定的心理矛盾，这一点在随后的深度访谈中得到了证实，

女儿一方面很想从事写作方面的工作，当一位旅行作家，另一方面又担心现实

经济层面的压力。并且女儿所有沙具都位于过去，心理能量滞留在过去，未能

向现在和未来发展，在深度访谈中我们也找到了爷爷离世的创伤经历，对于奶

奶的担忧以及留守经历带来的依恋创伤等原因。就这些问题我们展开了讨论，

妈妈决定这周内带女儿回老家看望奶奶，与奶奶相处几天，让女儿对奶奶的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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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状况，心理状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女儿提到留守经历中最让自己印象深刻的

经历是别人都有爸爸妈妈接放学，自己总是一个人回家，妈妈听完后感到很自责，

承诺以后女儿放假，爸爸妈妈会一起去学校接她，希望弥补当年的遗憾。针对女

儿的亲人离世的创伤经历，主试在沙盘干预的第二天对 A 进行了哀伤治疗。

综上，女儿出现核心自我评价低的情况，我们认为是由于多方面原因造成

的：①妈妈不能进行符合女儿期待的情感反馈，不希望家庭中有消极的情感流

动，损害了女儿的镜映自体个体需要，使得女儿没能形成稳定的自尊。5 女儿沉

浸于过去的创伤经历，导致自恋水平的降低，习惯于内归因。针对以上问题，

我们在接下来的调整盘中设置了两个目标，目标 1：让妈妈能正确了解女儿的期

待并做出正向回应，具体措施是向妈妈提供如何反馈并疏导家庭的情绪的建议，

提供如何了解女儿期望并进行回应的方法；目标 2：减轻女儿过去创伤经历带来

的消极影响，具体措施是与妈妈协商弥补措施以及进行了哀伤治疗。

2.3.3  主题 3：职业探索干预

本部分为被试 A 的职业探索干预，被试 A 的职业探索得分为 2.37，低于大

学生群体平均值 2.97，并且在环境探索与目的—系统探索维度上探索尤为不足，

表明被试缺乏对工作世界的了解，缺少职业目标或目标不清晰，更缺少根据目

标进行的职业探索。在接下来的工作盘中，我们将积极探索 A 不愿参与职业探

索的家庭原因。图 4 为被试 A 的两次职业探索干预工作盘及其动态九宫格分布。

女儿

妈妈

爸爸

图 4  被试 A的首个职业探索干预工作盘及动态九宫格分布

Figure 4 Subject A’s first career exploration intervention work sandplay and 

dynamic nine-grid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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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盘故事：爸爸讲述“沙盘中女儿是一名出色的导游（爸爸 2 号沙具），

有时工作会坐飞机（爸爸 4 号沙具）去世界各地（爸爸 1 号沙具），有时会开

车去（爸爸 3 号沙具），女儿十分享受她的导游工作”。妈妈讲述“沙盘中女

儿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妈妈 2 号沙具）开车去事业单位上班（1 号沙具），

单位里认识了一位温文尔雅的男朋友（妈妈 3 号沙具），送给了女儿一个大钻

戒（妈妈 4 号沙具）”。女儿讲述“沙盘中自己这个职业不是空姐也不是导游，

就是一个将要工作的人（女儿 2 号沙具），她有一个休息的椅沙发（女儿 1 号

沙具），能坐着看书，旁边有一棵绿植（女儿 4 号沙具），自己养了一匹小马（女

儿 3 号沙具）”。爸爸给沙盘命名为《路途愉快》，妈妈命名为《精彩人生》，

女儿命名为《疲劳的小马》，最终的共同主题采用爸爸的《路途愉快》。

沙盘分析：沙盘在家庭成员以“职业”为主题时出现了分裂，三人的沙具

缺少互动，每个人摆的区域都没有重合，这是前面两次干预所没有的。从沙盘

的动力性来看，爸爸和妈妈摆放的沙具都出现了汽车，爸爸还出现了飞机，说

明在有关职业的主题中，爸爸和妈妈的心理动力都比较强，反观女儿所摆的沙

具，具有动力性的沙具是一匹很小的马，并且出现了一个象征休息和能量获取

的沙发，说明女儿在职业问题上即表现了一些动力性，也感到了缺乏动力，这

一点看似矛盾，但在对于女儿的深入访谈中得到了解答，缺乏动力的原因在于，

女儿既不想当爸爸说的导游，也不想进妈妈说的事业单位，经常和爸妈解释自

己的想法但都未果，还常和妈妈就这个问题发生矛盾，自己感到很累，妈妈越

是催自己越不想找工作，由家庭问题引起的动力不足，女儿具备动力性的原因

是女儿想当一名作家，并且已经在网络上写小说，目前有 2 千多的粉丝，虽然

每月收入几乎没有，但她觉得很有意义和成就感。A 之前从来不敢让妈妈知道

这件事，她认为妈妈一定会说这只是一个爱好，靠这个爱好养不活自己。经过

上几次的干预，女儿选择在这次干预中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让她感到意外的是，

妈妈首先不是否定她，而是夸女儿很棒，要是女儿能找一个和写作相关的工作，

自己也是很乐意的，自己之前和女儿争吵只是看不惯她每天不着急又游手好闲

的生活态度，现在妈妈终于知道女儿其实是在写小说，妈妈认为自己之前对女

儿的指责太过了。从动态九宫格的分布来看，女儿的工作宫和关注宫都位于 4 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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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宫位都为闲置宫，并且沙具都摆放在过去维度，表明 A 在对于职业的心理

能量流动很弱，缺乏职业探索的动力。爸爸和妈妈的沙具在动态九宫格分布中

更为接近，女儿距离父母更远，说明在职业主题当中父母的结盟是明显的，爸

爸妈妈都表示出对于女儿职业取向的费解。

综上，女儿在职业探索中出现了缺乏环境探索、目的—系统探索及信息数

量等问题的家庭原因在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不良沟通模式，女儿预期妈妈会反对

自己写作的职业兴趣，妈妈过去也缺乏了解女儿职业兴趣的耐心，爸爸并未参

与女儿的职业选择，也不了解女儿的职业兴趣，三人之间过去由于情感沟通的

匮乏，导致了女儿未能表达出自己对于职业的真实想法。在接下来的调整盘中，

我们将让加深爸爸妈妈对女儿职业兴趣的了解，并且让女儿在接下来的一周中

制定出实现职业兴趣的步骤方案，下周在家庭内部中展开探讨。

3  干预结果

将被试 A 的基线期、干预期及保持期的职业决策困难分数变化在 Excel 里以

点绘出，并以折线图方式呈现各阶段变化，如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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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被试 A的职业决策困难自评得分变化

Figure 5 The change of subject A’s self-rated score of 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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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量化资料进行视觉分析和 C 统计分析，能够判断一系列数据点呈现的上

升或者下降的趋势是否显著，即能看出被试 A 的职业决策困难在干预期内有无

显著下降。

表 2  被试 A的职业决策困难自评得分分析摘要表

Table 2 Summary table of self-rated score analysis of 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y of Subject A

被试 A 家庭功能自评得分
阶段顺序 A B C
阶段长度 6 12 4
趋势走向 = － =
平均水准 7.17 4.17 1.25
水准范围 7 ～ 8 1 ～ 7 1 ～ 2
水准变化 7 ～ 7 7 ～ 1 1 ～ 1
水准稳定 稳定（100%） 多变（16.7%） 多变（100%）

C 值 - 0.86 -
Z 值 - 2.77** -

被试 A 的职业决策困难干预效果阶段内分析，如表 2 所示。被试 A 的职业

决策困难水平在基线期呈现稳定趋势，水准稳定性为 100%，水准范围为 7 ～ 8，

平均水准为 7.17，说明被试 A 的职业决策困难水平在基线期保持稳定，可以进

入家庭团体沙盘干预。在干预期内资料点由 7 下降到了 1，下降了 6，整体呈现

下降趋势，并且该阶段内职业决策困难水平出现了大幅度的波动，水准稳定性

为 16.7%，我们借助 C 统计分析，对被试 A 干预期内资料点的趋势进行检验，

发现下降趋势显著（Z=2.77，p<0.01），说明在家庭团体沙盘干预的影响下，被

试 A 的职业探索行为在干预期呈现显著下降的趋势，即家庭沙盘干预有效改善

了被试 A 的职业决策困难。由于干预效果的保持性也是我们关心的，故在干预

阶段结束后，进入了保持期，仍对被试 A 进行了 4 周的测量，结果发现被试 A

的职业决策困难在阶段期内十分稳定，资料点在 1 和 2 之间小范围波动，水准

稳定性为 100%，这意味着被试 A 的职业决策困难在干预结束后没有出现反弹的

情况，说明干预的保持效果良好。综上，家庭团体沙盘干预有效改善了被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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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业决策困难，并且干预的保持效果良好。

4  讨论

过去的学校职业生涯教育课程与职业咨询，往往是向学生提供求职信息，

训练面试技巧和简历制作能力，这种方式能为缺少职业信息和缺乏求职技巧

的学生带来帮助，但也有很多学生的职业决策困难是由于情绪与人格相关因

素造成的普遍性的犹豫不决，对于这部分学生需要的是系统性地提升自我认

知与人格成长，在职业问题干预领域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尚需进一步深化。而

本研究提供了一种联合家庭成员，采用团体沙盘进行干预的视角，并初步验

证了家庭团体沙盘干预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的有效性，并且由于是系统性地

对家庭生态进行干预，干预效果的保持性良好，很够长效地降低大学生的职

业决策困难。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局限性。首先本研究设计的职业决策困难的三个变量：

家庭功能、核心自我评价与职业探索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收集大样本，验证

变量间的中介调节关系，更加精准地探明职业决策困难的成因。其次，本研究

仅是个案研究，未能进行实验组对照组的差异检验来验证家庭团体沙盘干预的

有效性。最后，由于是个案研究，被试为女性，未能探讨家庭团体沙盘在男女

之间的性别差异。未来研究者们可以对采用小样本多基线设计，或者是真实验

设计来进行进一步探究，同时本研究也为学校和家庭联合教育，提升学生职业

决策能力提供了思路，未来研究者们也可以结合“家校共育”理念进行进一步

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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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Group Sandplay Interven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fficulty in Career Decision-

making

Li Pengsen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Hope College, Chengdu

Abstract: 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y can be divided into developmental 

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y and long-term 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y. The former can smoothly pass through the difficult period through 

college career planning courses, while the latter needs certain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to improve mood and personality, so as to make a reasonable 

career exploration and choice.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ree relevant important 

variables of 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y: Family function, core self-

evaluation and career exploration, sandplay intervention way by means of the 

family groups, points three themes for a total of 12 times intervention, perfect 

family ecological systematically, improve the subjects of 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ies, was eventually try to find the direction, made a clear career planning 

and goal, and intervention in good effect.

Key words: 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y; Sandplay Intervention; Family 

Function; Core Self-Evaluation; Career Explo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