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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找不到自己情绪的抑郁症 
大学生的咨询案例报告

张凤贤  徐学俊  张  璇

武汉文理学院，武汉市

摘  要｜抑郁症，在病理学的界定中，又称重度抑郁障碍，是最普遍的精神疾病之一。研

究以精神分析理论为背景，运用其技术对个案进行 17 次的访谈，通过个案概念

化等步骤，对大学生抑郁的形成及其治疗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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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抑郁症，在病理学的解释里没有统一的标准，较常见的解释认为，抑郁症是

最普遍的精神疾病之一。研究主要从抑郁的角度去理解个案，抑郁以严重创伤后

的精神表现为特征，表现在对外界的兴趣减弱、爱的能力丧失和其他所有能力受

限以及自我价值丧失，且伴随自责和自怨，甚至会带有妄想性惩罚期待。抑郁是

亲密客体丧失后的反应，患者在面对丧失时，他们的自我感觉完全被剥夺、自我

完全缺乏，感到世界是贫乏无味和空虚的，并把这种感觉转向自己，认为自己一

无是处，他们自责、自我嫌弃、自我厌恶，认为自己应该接受惩罚。他们不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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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所受不公平的待遇反抗，还会自我批判，觉得自己所遭受的一切痛苦都是应该

遭受的。患者把自己由于丧失了爱而产生的对客体的爱和恨压抑起来，转而贬低

自己，把自己和环境隔离开，通常被认为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大家都不理解自己，

一方面又渴望被他人理解，因此产生冲突，并觉得自己不该存在，患者的行为起

源于一种内心对情绪的集结，这种集结通过一定的过程，转变为抑郁症［1］。

精神分析治疗：弗洛伊德把心理过程分为三个层面：意识、前意识和潜意

识，潜意识是精神分析重点研究的内容。人格结构有三个：本我、自我和超我。

本我遵循快乐原则，是力比多的体现；自我遵循现实原则，是本我和超我的桥

梁；超我包括道德标准、自我理想和良心。有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超我强大，

压抑本我，而自我力量较弱，没法协调好本我和超我的关系，因此表现为，本

我欲望原始而强烈，超我压抑本我并进行道德评价，从而呈现出矛盾和冲突。

阻抗是求助者在心理咨询过程中自我暴露和自我变化时候的抵抗行为。

反移情是指咨询师对来访者的一种无意识的移情反应，是咨询者对来访者

的情感反应。也是精神分析关注的重点，在移情性神经症发展之后，冲突会在

大量的衍生物中出现，随着咨询师的分析和解释，当事人会得到进一步的了解，

这种过程被称作修通［2］。

研究选取一例抑郁症大学生的咨询案例，对过程进行解析，以精神分析为

理论依据，并采用访谈技术，旨在更好了解抑郁，并为其干预积累更多临床经验。

2  背景

2.1  个案基本信息

21 岁女性，独生女，汉族，无宗教信仰，大三学生。主动来到心理咨询中

心求助。

2.2  第一印象

来访者第一次来咨询的时候穿着整洁，中等个子，中等身材，披着长头发，

戴着大框眼睛，指甲有修饰，比较长，微笑，礼貌，话很多，给人一种忧郁和

较为淡漠的感觉。在访谈过程中来访者说话逻辑清晰，并且理性分析能力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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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速适中，不急不缓。

2.3  主诉

来访者：我希望对自己有更好的认识，最近变得有些敏感，会因为一点事

情而去担心，会流泪，我一想到奶奶就会哭，有一次和她聊完天后，会不自觉

地哭泣，想着奶奶可能会离开我，我和她的关系挺好的。我发现自己最近很敏感，

希望在咨询的时候我可以说得多一些，我不需要咨询师指导我，我需要倾听，

我想对自己有个更清晰的认识。

2.4  现病史

高中时有过抑郁症，就医。从初中，大概是初三开始，感觉自己像变了一个人，

很累，每天都是熬过来的，不想说话，有过自杀的想法，想到“明天”会感觉

很恐怖。现在还好，不会有这样的念头，感觉生活就那样，好像也可以承受。

2.5  个人史

成长经历，家族精神疾病史：来访者小学时父母离婚，跟母亲一起生活，

期间父亲偶尔会接她去学校，和父亲关系还可以，父亲对她基本上是有求必应，

比如她想去旅游，父亲会给她费用，大学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也是父亲承担的。

母亲比较强势，和母亲的沟通还算顺利，来访者说到母亲“以前她总是不理解我，

也不会听我讲话”，好像她的任何想法在母亲看来都是很幼稚的，她需要按照

母亲的意愿去学习生活，尤其是学习，母亲之前在生活中对她关心很少。现在，

她会自己调整沟通的方式，之前会觉得母亲不理解她。姑妈的女儿也有抑郁症，

自己之前也是抑郁症，接受过治疗，并服用过药物。

3  评估与分析

3.1  评估

来访者有过抑郁症，自制力完整，无幻觉、妄想等精神症状，理解力和逻

辑性较好，擅长表达。社会功能基本完整，能正常完成学业。人际交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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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社交，但表现出对他人的不信任，希望可以遇到纯粹的关系，彼此都很真诚，

并且对方可以懂自己的心思，在人际关系中常感到担忧和孤独，怕对方会离开

自己，在对方不能很好理解自己心中所想时容易感到孤独。

研究采用症状自评量表作为评估工具，SCL-90 量表得分为 265 分，其中躯

体化 2.7 分，强迫症状 3.1 分，人际敏感 3.0 分，抑郁 3.4 分，焦虑 3.4 分，敌对

1.8 分，恐怖 2.1 分，偏执 2.7 分，精神病性 3.4 分，其他 3 分，其中 9 个因子分

在 2 分以上，提示个体存在抑郁焦虑倾向和社交焦虑。

3.2  个案概念化

（1）横向解析

来访者在人际交往中，对他人的期待偏高，总能敏感地发现对方没有如自

己所愿的点，这或许缘于来访者自己对自己的要求趋于完美，用较为严苛的标

准来要求自己，不允许自己犯错，不允许自己不完美，所以会把这一部分投射

到他人身上。但我们知道，人无完人，来访者发现现实的自己和理想的自己有

一定的差距后，又会嫌弃自己，表现在访谈过程中的自我贬低和自责。对自己

不够接纳，自尊水平较低，对自己的评价和客观不相符，有着偏消极的评价。

（2）纵向解析

探索来访者的原生家庭和早期经历，来访者在充满指责和忽视的家庭中长

大，来访者的母亲对其忽视，父亲常年不在身边，奶奶指责她。来访者自幼生

活在母亲身边，母亲会在她旁边说父亲的不好，而来访者觉得父亲好像并没母

亲诉说中的那么不好，因此陷入矛盾和纠结。而另一方面，母亲对其的情感需

求回应很少，表现更多的是超理智的回应，来访者渴望在母亲那里得到爱，为

此好好学习，很乖巧，顺从母亲的意愿，可是这些做法也得不到母亲更多的关注，

因此陷入悲伤和无力。来访者在成长中较多的处在无力感和孤独感中，感到不

管自己做什么都得不到母亲的理解和关注，长大后把这种孤独感和无力感迁移

到日常生活中和其他人的交往过程中。

（3）咨询过程

心理咨询的频率为每周一次，每次五十分钟，总次数为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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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第 1-3 次）

收集来访者的基本资料并形成初步工作假设和咨询计划；建立咨询联盟；

引入咨询，制定目标。

具体过程：说明保密例外的原则并简要介绍咨询师的理论背景，通过倾听、

无条件积极关注和共情等技术和来访者建立咨询联盟。询问来访者的来访目的，

并一起制定咨询目标。

第二阶段（第 4-10 次）

关注来访者的非言语信息，必要时运用面质技术指出来访者的矛盾，促进

其进一步思考。继续保持良好的咨询关系，让来访者在咨询室里可以安心地进

行自我探索。

第三阶段（第 11-17 次）

咨询的深入，咨询师给来访者提供一个安全的容器，让她可以在咨询室释

放攻击性可以释放焦虑和不安，咨询师陪伴着来访者。并且时刻关注反移情，

并及时反馈给来访者。

4  结果

经过 17 次咨询，来访者的防御得到了松懈，情绪有所释放，对自己的认识

较为客观。

5  讨论

通过对来访者几个月的咨询，在咨询中运用相关技术松动来访者的超我，

在咨询的过程中来访者的情绪时有起伏，在最后一次的咨询中通过来访者的反

馈可以看出，咨询对她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致谢：本案例的发表获得来访者的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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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Report of a College Student with 
Depression who Could not Find her Emotions

Zhang Fengxian Xu Xuejun Zhang Xuan

Wuhan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 Wuhan

Abstract: Depression, also known as severe depressive disorder in the 

definition of pathology,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mental disorders. Based on 

psychoanalytic theory, the study conducted 17 interviews with individual cases 

using its techniques, and explored the formation and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such steps as case concept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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