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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箱庭疗法又称沙盘游戏疗法，是基于荣格分析心理学和东方哲学思想相融合、发

展形成的一种在国内外都具有深远影响和广泛应用的心理分析治疗技术。本文

主要回顾了箱庭疗法的形成过程和本土化引入，结合操作过程及发展与应用研

究现状，对箱庭疗法的多维度、多样化发展提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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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庭疗法又称沙盘游戏，诞生于 1939 年，由瑞士籍荣格流派心理分析师多

拉·卡尔夫所创立，是目前国内外都具有深远影响和广泛应用的心理分析治疗

技术。箱庭疗法旨在让来访者在治疗者的陪伴下，通过使用沙箱、沙以及各种

沙具在沙箱中制作箱庭，并运用意向反映来访者心灵深处意识与无意识的持续

性对话，以激发自性化发展达到心理治疗的目的［1］。相对而言，西方的心理分

析更关注症状、强调治疗，而东方的心理分析更关注心灵、强调治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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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箱庭疗法（沙盘游戏）的形成过程

1.1  箱庭疗法（沙盘游戏）的起源

1.1.1  威尔斯与《地板游戏》

英国作家威尔斯著有《时间机器》《世界战争》等著作，在其 1911 年出版的《地

板游戏》一书中，他记述了自己与两个儿子一起分享的自发游戏过程，通过对

孩子们在地板上划定区域内进行玩具摆放的过程进行观察与记录，发现在想象

性游戏中，孩子间的关系温暖而亲切，自身问题和家庭成员关系均得到了一定

的改善。

威尔斯发现，孩子们的地板游戏通常有两个中心主题，一是“神奇岛”游戏，

一是“建构城市”的游戏。虽然此时的他还并没有意识到游戏在儿童心理治疗

中的作用，但也为后人的实践和应用奠定了基础。

1.1.2  劳恩菲尔德与世界技法

劳恩菲尔德 1890 年出生于英国伦敦，由于健康原因，她的大部分童年时期

都在床上度过，加之学业及人际等方面均不如姐姐优秀，在沟通中很难使他人

明白自己所表达的意义，这也为她在非语言沟通上的探索积累了经验。

二战后，在帮助神经质儿童及其家庭的治疗中，劳恩菲尔德受威尔斯《地

板游戏》的启发，将这种游戏作为一种治疗手段，收集各类玩具置于盒中，同

时增加两个浅盘，一个装沙，一个盛水，用以让儿童自然地将玩具、沙和水联

系起来。1929 年，治疗者与儿童一起将这种“沙中的构造”命名为“世界”，

世界技法正式诞生。

1.1.3  埃里克森与戏剧作品测验

埃里克森深受弗洛伊德影响，在劳恩菲尔德出版《童年游戏》的同一时期，

开始了戏剧作品测验的研究，将儿童的游戏看作是他们生活的心象。他所设计

的场景中包含两张桌子，一张摆放了各类玩具，另一张用来进行构造图画，通

过 15 分钟的单面镜观察，结合受测者的解释，对所摆放的场景进行草图记录和

分析。



·279·
关于箱庭疗法（沙盘游戏）发展与应用的研究综述2023 年 3 月

第 5 卷第 3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tppc	 https://doi.org/10.35534/tppc.0503026

1.1.4  彪勒与世界测验

彪勒在劳恩菲尔德世界技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其用于个体评价的诊

断和常模部分内容，并命名为世界测验。世界测验对玩具数量、盒子规格及区

域划分都作了更进一步的明确规范，沙具共 160 个，包含人物、动物、建筑、

自然物等十种分类，盒子规格为 60cm*30cm*25cm，划分为十个区域，每个区域

对应放置一个种类的沙具。不同于劳恩菲尔德世界技法在浅盘中进行，彪勒的

世界测验将整个过程放置于桌上或地板上进行，并辅以指导手册和记录表。

1.1.5  卡尔夫与 Sandplay

卡尔夫 1904 年生于瑞士，童年及青少年时期由于身体原因较少参与一些群

体性运动，这也让她能够充分地自我内视，而后经由对中文的学习，使她对道

教文化和东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二战后，由于战争因素，卡尔夫与丈夫离

异后带着孩子躲避战乱离开荷兰重回瑞士，并在苏黎世荣格学院开始了为期六

年的学习。

1954 年，在荣格的鼓励和支持下，她开始将劳恩菲尔德的世界技法与荣格

心理分析理论相结合，形成自己的理论观点和新的心理治疗技术，并将之命名

为 Sandplay，自此箱庭疗法（沙盘游戏）正式创立。Sandplay 的基本假设是：在

人类的心理中存在着朝向整合和治愈的基本内驱力。她运用非语言的方法，不

干扰儿童游戏过程，只是观察和接受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强调自由与受保护的

空间，鼓励来访者与自己的无意识相连接，表达前语言阶段的经历和受阻的心

理能量，以激活再生和治愈。

1.2  箱庭疗法的理论依据 

1.2.1  荣格心理分析

箱庭疗法（沙盘游戏）是以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为理论基础的，尤其是他的

无意识理论和积极想象技术［3］。荣格分析心理学的要点就在于其“集体无意

识”“原型”和“原型意向”的概念，“情结”和“人格类型”等理论，词语联想、

梦的分析和积极想象的临床方法，以及作为心理分析目的的“自性化过程”等，

都是箱庭疗法运作的重要基础［4］。在这之中，自性化的过程是围绕以自性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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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核心的内在整合过程，箱庭疗法通过自性化的过程实现个体整合性的发展。

1.2.2  游戏治疗

游戏疗法强调治疗关系的温暖、关爱、接纳和信任，它认为，游戏不只是

儿童的一种活动，更包含除言语以外的丰富含义，对于语言发展水平和表达能

力还未达到较高水平的儿童而言，游戏就是能够传达思想和情感的最自然的沟

通方式和手段，同时也具备一定的宣泄功能。同时，治疗者在游戏疗法中的角

色定位应当是观察者，观察来访者的整个游戏过程，包括动作、神态、语言等，

且不予以干预和指导。箱庭疗法的操作规则就脱胎于游戏治疗的基本观念，以

期依托箱庭达到来访者真实流露的目的。

1.2.3  中国文化与东方哲学

东方文化主张人与自然交融和谐，儒家“天人感应”、道家“道法自然”、

庄子“无为”，以及禅宗所推崇的静坐冥想、回归本心、探索生命意义，其中

的自性也就是箱庭疗法所要达到的治愈目标。知行合一、理事圆融、清净自性

的全然启悟，正是箱庭疗法最根本的治疗理念，也是箱庭疗法所追求的最高境

界。正如在对 Sandplay 理论体系的实践与发展中，卡尔夫一直致力于整合东方

文化与哲学，尤其是太极哲学和《易经》中的心理学思想［5］，在箱庭中顺乎自

然、无为而化，只做观察、不做干涉，给予来访者温暖、安全、关注和理解，“寓

无形于有形之中”，唤起来访者的自我疗愈能力，在真实理解与意会体验中达

到自性。

1.3  箱庭疗法的引入与本土化

箱庭疗法的引入与本土化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由华南师范大学申荷永教

授从欧美引进传统的“沙盘游戏疗法”，一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张日昇教授从日

本引进的经由日本临床心理学家河合隼雄进行本土化改造［6］后的“箱庭疗法”，

自此，“沙盘游戏”和“箱庭疗法”分为南、北两派。

就文化背景和哲学基础而言，二者皆脱胎于卡尔夫 Sandplay，且均具备一定

的东方哲学基础，不同的是沙盘游戏直接由欧美引进与中国本土文化进行再融

合，箱庭疗法则融合了中国传统园林和盆景艺术的相似性，“在箱子里制作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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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日本的东方文化本土化后再次融合中国本土哲学文化。

在技术操作和分析方面，沙盘游戏相对更关注治疗过程中的感应与转化，

也就是更关注沙具所具备的意向表征和象征含义；箱庭疗法则更注重在治疗师

的陪伴下，来访者在沙箱中自由地自我表现。

再者，二者在所使用的媒介及名称上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沙盘游戏所使

用的“沙”更多是来自大自然的黄沙，箱庭疗法所使用的“砂”更多是白色石

英砂；在名称上，沙盘游戏承载沙的器具通常称作“沙盘”，箱庭疗法承砂的

器具则通常称为“沙箱”；对治疗过程中置于沙中的物件，沙盘游戏一般叫作“沙

具”，箱庭疗法一般叫作“玩具”。

综上，沙盘游戏与箱庭疗法在本质上是同根同源，且都在原本的东方哲思

基础上更进一步地与本土思想相融合，虽然对于表述和理解略有差异、各具特点，

但都是一种“对身心生命能量的集中提炼”。

2  箱庭疗法（沙盘游戏）的操作过程

2.1  箱庭疗法的材料

箱庭疗法的材料包括：沙箱、沙和玩具，旨在治疗者的陪伴下，来访者通

过使用沙箱中的沙以及提供的玩具制作箱庭，以达到心理疗愈的作用。

2.1.1  沙箱

箱庭疗法中的沙箱具有统一的规格，即为：57cm*72cm*7cm，箱子内侧涂

成蓝色，以达到在挖沙子时产生“蓝天”和“水”的视觉效果，四角则为“天”“地”，

提供潜在的安全感和包容性，保护来访者能够自由地在沙箱中展现真实的内心

世界。

2.1.2  沙

沙既是“海洋与大地”也是“母亲”，其非固非液的形态，既是一种包容，

同样也是一种沟通意识与无意识的介质。所谓“一沙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沙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它的流动感给人以自由和生命，并让人从中体验到闲适

和放松、舒展和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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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玩具

玩具是箱庭疗法最基本的要素之一，其本身也类似于真实的现实之物。一

些难以用语言描述，表达的情绪、情感、梦、理想境界以及潜意识产物。箱庭

疗法不要求特定的玩具，但必须具备人物、动物、树木、花草、障碍物、建筑物、

家具、石头、贝壳、怪兽、船只、交通工具等类型，材质、大小均可有所不同，

玩具可以逐步补充以尽可能齐全，且一些在使用过程中损伤的玩具也可酌情保

留，残缺和带有伤痕的玩具在治疗过程中同样具备一定的意向和疗愈功能。

2.2  个体箱庭

在箱庭疗法的操作过程上，申荷永等人和张日昇在过程表述上略有不同［7-10］，

具体如下。

2.2.1  申荷永等人认为沙盘游戏的过程包括

向来访者介绍沙盘，沙盘游戏的守护与观察，沙盘游戏的结束与拆除。

2.2.2  张日昇认为箱庭疗法的过程包括

箱庭疗法的导入，箱庭的制作，体验箱庭作品，箱庭作品的理解与对话，

箱庭作品的拆除，对箱庭作品的分析与评价，箱庭疗法的终结。

2.3  团体箱庭

不同于个体箱庭，团体箱庭由于涉及多人共同进行，规则和要求也相较更

丰富，具体包含以下几点。

（1）摆放玩具的顺序需提前决定，可用抽签、猜拳、自由选定等形式，且

尽量保证团体中的每个成员都有在当轮中“第一个”的机会，以保证制作顺序

上的公平。

（2）每人每次只允许做一个动作，比如放一个或一组相同的玩具、挪动一

个玩具、动一次沙（挖一条河或堆一座山），且放入沙箱中的玩具只可掩埋不

可放回收纳柜中。

（3）制作过程中，成员之间不可进行言语交流，但可与治疗师有互动，且

每人轮次完成后，由治疗师进行拍照记录，方可继续进行下一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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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制作过程中，团体成员可选择在某一轮中放弃，不进行摆放和操作，

且在最后一轮结束后，最后一人还有一次修饰的机会，可以对整个作品进行调整，

但不可再新增玩具。

（5）团体成员有权在治疗中途退出，但需向治疗师说明缘由，若之后再想

加入，可向治疗师说明，由其他成员和治疗师共同商讨决定。

2.4  箱庭作品的分析

在来访者制作箱庭的过程中，治疗师只需做到接纳、共感、理解、赏识，

作为一个陪伴者，不去分析和解释，并且尽可能地将来访者每一次的箱庭作品

都进行拍照记录和保存，以把握每次作品间的变化和联系，并在沟通、丰富和

分析的环节进行一定规则性的深入。箱庭疗法的分析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2.4.1  整合性

在对来访者的箱庭作品进行沟通分析时，作品的整体感受十分重要，比如

作品中玩具摆放的均衡性、丰富程度、细致程度，制作过程的流动性、生命力等，

换言之就是，在箱庭作品中杂乱无序、支离破碎、失衡、贫乏、机械的成分越少，

则箱庭作品的整合性也就越高。

2.4.2  空间配置

在箱庭疗法中，通常将箱庭的左侧看作人的内在和无意识世界，右侧看作

人的外在和意识世界；左部为过去，中部为现在，右部为未来。例如在众多学

者的研究统计中发现，在从内心世界向外部世界、过去向未来的新的可能性开

发过程中，使用沙箱左下角的情况较多，故而左下角往往意味着可能性、发展

的源泉。

2.4.3  主题

来访者制作的箱庭作品往往表现出某一主题，主题的中心则是来访者无意

识的自我心象，并且有时也会以各种各样的表现形态赋予其象征意义，这时就

需要审视来访者的自我在其中的位置或地位。除此之外，一些宗教人物、建筑

或特定形象，如神像、佛像、林中高塔、山上城堡等玩具都有可能包含来访者

自我的象征，同时也可能存在来访者的某种不便言说或不受社会 / 他人赞许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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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或向往。

3  箱庭疗法（沙盘游戏）的应用研究

3.1  箱庭疗法在中国的应用研究

箱庭疗法在中国的应用研究发展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主要用于青少年儿

童和高校学生情绪压力问题、学业倦怠以及自闭症等症状类儿童的治疗［11］。

李芳、史玉华［12，13］等人在箱庭疗法对于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促进作用的

研究中发现，箱庭疗法能够很好地将“无形”化为“有形”，对青少年儿童的

情绪情感进行具象化解读，在心理健康维护工作中有着很好的作用。

同样，在针对中学及大学生学习倦怠的干预研究［14-17］中，箱庭组与对照组

在自我像和动沙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对缓解学习倦怠具有显著疗效。

张勇、陈思婧、张鳅元、邓彩艳、龙湾妮等人［18-22］的研究发现，箱庭疗法

不仅在青少年儿童群体中，对于改善抑郁、焦虑、社交问题等都有着良好作用，

在干预糖尿病人和服刑人员抑郁及焦虑状态的效果上，干预 6 周后具有显著差异，

可明显降低 SDS 及 SAS 评分［23-25］。

除此之外，箱庭疗法由于其特殊的心象的表达作用，在一些特殊儿童的

治疗中，相较于其他治疗技术而言更具优势。在沙鹏、朱洪玲、傅佳丽、李

国凯［26-29］等人借助箱庭疗法针对自闭症谱系、轻度智障、轻度脑瘫等特殊儿童

的疗效研究中［30-32］发现，融合团体箱庭疗法可以有效提高这类特殊儿童的社反

应和情绪识别能力。

3.2  箱庭疗法在其他国家的应用研究

虽然自诞生之初始，箱庭疗法所针对的治疗群体就是儿童，但在不断的个

案研究和量化分析中，欧美诸国对箱庭疗法的应用虽有侧重但也不再局限于儿

童治疗，而是广泛地应用在夫妻治疗、家庭治疗中［33，34］。

目前，美国已经建立箱庭疗法发展的核心组织：STA（sandplay therapist of 

American），以更好地教育和培训箱庭治疗师，促进箱庭疗法这一专业技能的发



·285·
关于箱庭疗法（沙盘游戏）发展与应用的研究综述2023 年 3 月

第 5 卷第 3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tppc	 https://doi.org/10.35534/tppc.0503026

展和进步。同时，箱庭疗法与团体咨询也得到了融合，不再局限于一对一治疗

或传统的团体箱庭，而是将团体箱庭和团体咨询的一些技术应用到社会组织群

体当中，以改善团体和组织的关系［35］。

4  发展与展望

回顾不仅仅是为了梳理和归纳，更是为了在前人已有实践和研究的基础上

更好地展望未来。已有研究结合当下实践，不难发现箱庭疗法在当下和将来的

发展中具有一定的多维度和多样化趋势。箱庭疗法在引入和本土化的过程中，

研究者们不断意识到，对于玩具象征含义的理解和分析也会随着跨文化差异和

社会文化发展而不断补充、丰富和扩展，对于箱庭故事的分析解读也需要从最

终作品的解读扩展到制作过程、联想体验等多方面多维度地解释和理解。随着

社会与人的发展，新的更大研究范围的课题还在不断涌现，箱庭疗法更广阔的

研究和应用领域也在不断地开拓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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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Sandspiel Technique (Sandplay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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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andspiel technique, also known as Sandplay therapy, is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Jung’s analytical psychology and Eastern philosophy, which is 

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treatment technique with far-reaching influence and 

wide applic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mainly reviewed the formation 

process and localization of Sandspiel technique, combined with the operation 

process,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research status, put forward the multi-

dimensional and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Sandspiel technique pro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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