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心理学前沿
2022 年 12 月第 4卷第 12 期

作者简介：阮佳鑫，西南交通大学，研究方向：发展心理与职业心理咨询。

文章引用：阮佳鑫．网络心理咨询伦理与对策综述［J］．中国心理学前沿，2022，4（12）：1456-1462．

https://doi.org/10.35534/pc.0412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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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心理咨询在当代心理咨询行业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咨询师对于网络心理咨询的接纳度不断提高，

提供网络心理服务的比例也在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产生一个关于网络心理咨询伦理规范的问题，目前国内并

没有相应的法律制度来具体规定网络心理咨询的伦理，但是关于这个热点问题的讨论却很多，本文综述了常

见的网络心理咨询的伦理热点问题并针对此问题总结了一些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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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线上生活是人们社会生活中难以避免的一部分。心理咨询

在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受到网络的影响，在传统面对面咨询的基础上，近10余年网络咨询也在蓬勃发展。研究表明，

网络心理咨询在某些心理问题的解决上确实有作用，甚至对一些来访者而言，网络心理咨询更吸引他们，能让

他们有更多的自我展露［1］。还有研究发现，网络咨询对适应性问题的干预效果比轻度心理障碍问题的效果明显，

以及网络咨询在中等介入和深度介入的咨询效果比浅度介入明显［2］。但是网络心理咨询仍然受到了许多的质

疑和批评，有研究表明，超过半数的咨询师认为网络咨询和普通面询各有其优势所在，25.8 % 的咨询师认为网

络咨询比普通面询的效果好，超过 70% 的咨询师认为网络咨询难度较大［3］。而其中最引人关注的热点问题之

一就是网络咨询中存在的伦理问题。外国研究者使用美国心理咨询协会（1999）网络在线咨询伦理标准制定的

16 项伦理意向检查表来评估 88 项在线咨询的当前实践网站。结果显示，不到一半的在线咨询师在 16 个项目中

的 8 个项目上遵循公认的做法［4］。本文就网络心理咨询中常见的伦理问题进行综述。

1  网络心理咨询的概念

1.1  网络心理咨询的含义

网络心理咨询（Online-counseling）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统一的界定。格罗霍尔（Grohol）最早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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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erapy 定义为一种新型的帮助人们解决生活和关系问题的咨询模式，它是通过互联网在求助者与专

业人员间实现同时或即时沟通，进行有关心理咨询与治疗的信息互动过程［5］。墨菲（Murphy）认为网

络心理咨询主要包括阅读、写作及有网络咨询师参与的具有叙事治疗（Narrative Therapy）和阅读治疗

（Bibliotherapy）成分的各种活动［6］。后来 E-therapy 也被称为 Online-counseling，E-counseling，Cyber-

therapy 和 Ttelecounseling 等。广义的网络心理咨询包括求助者通过专业网站提供的信息，学习掌握有关

心理健康的知识和技能；主持网络的咨询者通过网站的各种互动功能，向求助者介绍心理学知识，提供

心理咨询服务和心理援助的一种活动。

1.2  网络心理咨询的形式

随着网络沟通方式的创新和发展，网络心理咨询的形式也越来越丰富。目前应用得比较多的网络心

理服务模式有 E-mail（包括同时或即时聊天）咨询、网上团体咨询和家庭治疗、网络支持团体，以及网

上心理健康信息资源等。

2  网络心理咨询伦理

网络心理咨询伦理指使用互联网进行心理咨询的咨询师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绳［6］。网络

心理咨询伦理主要涉及网络心理咨询师的资质认证、网络心理咨询师的告知义务、网络心理咨询的保密

问题、网络心理咨询的适用性等方面［8］。

2.1  网络咨询中的保密性要求

在心理咨询中，保密是指咨询师有义务保护来访者的个人隐私，来访者在咨询过程中所分享的内容

未经来访者的同意，咨询师不得向外界透露［9］。保密原则作为心理咨询的最重要的准则之一，反映了

心理咨询师对来访者个人隐私权的尊重，是咨询联盟建立与发展的最有力保障，对心理咨询效果有着至

关重要的影响［10］。对于网络咨询而言，保密比线下面询更加重要也更加困难。网络咨询的保密问题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互联网载体的安全性：有一部分咨询师使用 QQ、微信等社交软件进行心

理咨询，而这种社交软件的安全性有很大的隐患；（2）材料存储：咨询师有没有对咨询信息与记录进

行安全化处理，如加密等；（3）咨询相关电子信息的传递：在高校工作中，发现一些危机敏感信息很

多都是通过微信、短信等形式直接向相关负责人汇报，而这种信息传递方式的安全性值得商榷；（4）

远程咨询来访者身份的确认：现在很少采用虚拟、加密处理的方式。［11］

保密性在心理咨询中极为重要，但是有研究发现，国内心理咨询师对于网络心理咨询保密性伦

理的意识和行为之间存在差异［12］。其中，主要体现在咨询师了解更高级别的加密知识和技术方面

的意识与行为稍显欠缺，咨询师的伦理意识得分在个案记录保存，知情同意及风险处理和数据安全

与加密三个方面的绝大多数条目上均显著高于行为得分。从该研究可知，保密性在网络心理咨询上

的应用还有待提高，网络咨询师应该做好保密工作并且采用高级别的保密手段来保证来访者的信息

不被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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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身份确认

网络沟通匿名性的特点使得网络沟通更直接、更放松，因此也特别适合于那些不善于坦露个人隐私

或敏感性问题的求助者。但是实际治疗过程中需要确认来访者的身份［13］。其原因有两个，一是安全性

的考虑。在治疗过程中治疗师有责任保护求助者不受到伤害，有时需要联系求助者的家属、医院等机构，

所以他必须与求助者建立真实的联系方式。二是身份的确认可以避免双重关系，防止双重咨访关系影响

治疗效果。

但是研究表明，来访者对于“来访者应该提供真实姓名、真实电话及真实住址”的态度是不同意的［14］。

这也许是网络咨询这种形式让来访者没有足够的安全感，在往后的实际工作中，咨询师有责任向来访者

解释提供真实信息的必要性，并让来访者了解提供必要的真实信息是有利于保护他们的利益的。因此，

有学者提议将来访者提供身份和住址证明列入网络咨询知情同意的内容中。［15］

确认咨询师的身份对于来访者而言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但是有研究发现，在针对我国大陆地区 24

个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网站的评估结果显示，大部分网站会提供咨询师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并对其资

历进行审核，但是对咨询师学历、专业、学校信息、培训经历呈现有限［16］，这不太利于来访者评估咨

询师的胜任力。

2.3  来访者的知情同意

在咨询过程中保护来访者的知情同意权十分重要，来访者有权了解关于此次咨询的所有相关内容，

由于受到网络匿名性和虚假可能的影响，在网络咨询中更应加强保护来访者知情同意权。但是在实际

研究中发现，网站在对网络心理咨询服务的说明中，对于网络心理咨询注意事项的呈现参差不一。国

内一研究评估的知情同意内容的结果发现：（1）大部分咨询网站能够呈现网络心理咨询如何操作的相

关信息，必要条件下，会对来访者进行技术指导；（2）大部分第三方平台会在网页中声明保密例外，

但是对于私人机构网站，这一比例很低，可能的原因是私人机构将保密例外的说明放在正式会谈中； 

（3）接近半数网站没有声明网络心理咨询和面对面心理咨询的差异；（4）较少网站明确表明来访者可

以中途退出。和面对面心理咨询伦理一致，来访者有权利选择中途结束咨询，因此网站有必要对此进行

说明；（5）对于不合适来访者的说明严重缺失，对于不接受未成年人进行咨询的声明也很少；（6）几

乎没有网站谈及网络是不安全的。网络信息的传输本身就是不安全的，网站或网络心理咨询师有必要告

知来访者网络心理咨询可能带来的风险；（7）对于不合适来访者的说明和建议也是空白的。［16］

2.4  咨访关系的建立

在网络心理咨询设置之外，咨询师与来访者在网络上可能发生的各种联系要遵守专门的规范。在针

对咨询师和非咨询师对于网络心理咨询伦理规范的态度研究中指出，在网络咨询关系上咨询师和非咨询

师的态度存在较大的差异［13］。主要存在于在咨询中及咨询结束后双方能否建立其他关系，以及咨访双

方可否在咨询以外有其他的联系（如私人电话、微信等）。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咨询师更倾向于遵守

边界规则，而来访者则对边界没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咨询师有责任向来访者解释边

界问题。此外，在“来访者与咨询师能否互相关注微博”这类题目上，咨询师在各个回答中分布比较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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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在这些伦理议题上，咨询师的态度仍不够明确［14］，这也是以后网络咨询发展中值得关注的伦理

问题之一。

2.5  咨询师个人资质及胜任力问题

网络咨询师不同于面对面咨询师，虽然在咨询过程中存在共同的问题和技术手段，但是网络咨询由

于其特有的性质而使得咨询过程变得更有难度，但是从目前的研究和政策上来看，对于网络咨询师的培

养体系和规范制度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因此，在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许多有过面询经验的、没

有面询经验的、心理学的研究生与博士生、甚至是没有心理学资质的人都在线上进行咨询，这无疑会对

行业的整体水平和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国外调查也发现，一部分网络咨询师缺乏正规培训和专业指导方

针以至于导致对于网络咨询的不良看法［17］。因此，规范网络咨询师整体水平显得尤其重要，网络心理

咨询师首先必须有面对面咨询的经验，然后应该再接受专门的培训并获得资质证明，方可从事网络心理

咨询。整个过程中也需要及时进行督导，疫情下 1200 所高校和相关机构投身至网络心理咨询，共计有

4000 余名后备心理咨询师，他们又将接受 200 余名督导师的专业督导。

在针对咨询师的提高胜任力方面，国外研究者通过调查得出，设立一个监测机构也是适当的。学术

组织应该提供和促进培训项目的参与，以使心理学家熟悉技术的快速变化和改进［18］。在网络咨询中，

咨询师对于来访的危机评估要做得更加详细，碍于时空的差异，咨询师应在咨询前就做好危机备案，以

便在危机产生时及时进行干预或转为线下。同时，咨询师在进行网络咨询的过程同样要像线下咨询一样

不断评估自己的咨询能力和水平，对于自己无法解决的个案问题或者不适合进行网络咨询的个案要及时

地进行转介。

3  避免网络咨询伦理问题出现的对策

3.1  网络咨询中保护咨询师和来访者的信息

加密是强有力的网络保密手段。信息发送者在信息发走前用一个软件将其打包。接受者只有用同样

的软件和密码才能打开进行阅读。尽管任何一台电脑或服务器都有可能被攻击，但是如果咨访双方都用

了加密，这种被泄露的可能性是极小的。电脑安全问题在网络咨询出现前就已经得到很好的解决，不管

治疗传递的方式如何，对于一个很正规的心理健康服务机构来讲，求助者的资料会很安全地存放在电脑

服务器上［19］。

对网络从业者来讲需要声明网络心理咨询的局限性和书面不承担责任的声明。保密问题最终取决于

从业者在多大程度上能让求助者了解保密原则和自主选择保密方式。让求助者知道如何保证其资料的安

全，以及让求助者知道不应该在他人的电脑上接受私密治疗是很重要的［20］。

有关保密的另一个问题是，保密对咨询师来讲是必须的，但是对求助者来讲却没有相应的限制和要

求。咨询师的话与信息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诉讼材料上、出版物上。所以从业者也应当考虑与求助者

讨论互相保密的问题［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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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确认咨询师与来访者的资质和身份信息

3.2.1  咨询师

对于咨询师身份的确认来讲，不管是私人网站还是第三方网站，都应清楚列出咨询师的学历、专业、

毕业院校、培训经历、咨询经历的简介。这样来访者能在网页上清楚知道咨询师的胜任力水平并根据自

身的情况尽可能选择合适的咨询师。此外，国家或者心理学会可以建立一个身份信息库，用于公开网络

咨询师的个人情况，这样就能保证来访者能在线上找到专业的网络咨询师，避免被虚假信息欺骗或者受

到不够专业的咨询师的影响。

3.2.2  来访者

虽然网络心理咨询的一个要点就是匿名性，这样能在很大程度上吸引有特殊问题的来访者或者不愿

意公开自己的来访者。但是基于避免双重关系和建立危机干预方案而言，需要一定程度地了解关于来访

者的真实信息，主要包括姓名、电话、紧急联系人及电话、具体地址等。为了保证来访者的私人信息不

被泄露，来访者可以和咨询师约定一种加密手段。

3.3  保护来访者的知情同意权

网络心理咨询师应该公开一个有关知情同意信息的网页，使求助者随时可以获得有关知情同意的信

息。这意味着首次求助者都需要阅读并认可这些规定，或者给每个新求助者发送一封同样内容的电子邮

件。重要的知情同意大致包含如下内容［21］： 

（1）明确该网络咨询师服务的性质是心理治疗还是心理教育，以免误导求助者。 

（2）承认网上治疗试验性的本质。 

（3）公示咨询师的学位和执业资格，指导求助者查看咨询师证件。

（4）求助者需要提供身份和住址证明。 

（5）警示保密性和私密性方面的局限，提出提高安全性的建议。 

（6）规定除了咨询师以外，哪些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阅读求助者的电子邮件，或给求助者发邮件。 

（7）告知求助者咨询师回复邮件的期限及要求求助者返回邮件的期限，同时求助者要知道在一定

的时限内得不到回复该如何处理。 

（8）提供有关政府、协会等部门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和地址，供求助者随时投诉未达到管理机构要

求的心理服务。

3.4  建立良好的咨访关系

首先，咨询者必须相信网络咨询中是可以建立良好的咨访关系的。据一些求助者报道，与面对面的

交谈相比，网络咨询时他们自我意识减弱、拘谨的感觉减轻，能更好地表达自己。咨询师也表明网络沟

通时他们更加能够集中注意力，而且在对求助者进行反应前有时间去思考，回应更有效。其次，咨询师

需要足够熟悉网络咨询的技术，能够在线上很好地表达自己，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和创新性。最后，来访

者如果能够感受到是与一个真实的个体建立联系的话，也有助于良好咨访关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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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展望

通过对网络心理咨询已有文献和研究的整理分析后可以了解到目前网络心理咨询正处于一个快速发

展的时期，特别是在疫情暴发期间，对于网络咨询的需求越来越高。但是对于网络心理咨询的伦理规范

却没有跟上网络咨询发展的速度，缺乏相应的伦理规范和制度使得整个网络咨询环境鱼龙混杂，从业人

员水平参差不齐，甚至会导致一系列咨询纠纷和矛盾。因此，目前的网络咨询需要建立统一的规范制度，

而这一制度的建立上需要注意细化，网络咨询也涉及各种类型和形式，所以要注意不同形式实践上的特

殊性。另外，对于这个行业的监管上也应注意与制度的建立相匹配，比如在第三方网站的管理上。最后

是对咨询师的培养和管理也需要专门的规范和完整的体系，此外，对于来访的确认和知情也需要重点关

注。总的来说，未来网络心理咨询的良好发展还存在一定的阻碍，需要整个行业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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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mmary of the Ethic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Onlin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Ruan Jiaxin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Abstract: Onlin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has receiv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industry. The acceptance of onlin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by counselors is 
increasing, and the proportion of online psychological services provided is also increasing.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a problem about the ethical norms of onlin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t present, there is 
no corresponding legal system to specify the ethics of onlin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in China, but there 
are many discussions about this hot issu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ommon ethical hot issues of onlin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summarizes some countermeasures.
Key words: Online psychological consultation; Ethics; Countermeasu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