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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值得”背后
——运用萨提亚模式对一名自伤学生的干预报告

张  宁  丁兰艳  王博韬  武成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安

摘  要｜本文是一例大学生自我认同感低、人际敏感引发自伤行为的案例报告。来访者是一名大二女生，存在问题包

括长期失眠、情绪波动大、人际敏感、自我认同较低、有自伤行为和自杀意念。首先对其进行评估，排除精

神疾病，确定属于心理咨询范围。然后运用萨提亚治疗模式对其进行 8 次咨询，期间使用绘制家谱图、雕塑

技术、探索冰山、天气预报、沟通三要素等技术和方法。咨询期间以及咨询结束三个月内，来访者未出现自

伤行为，能够使用咨询中学到的方法调节自己的情绪，自我价值感有所提升。

关键词｜萨提亚模式；自我认同；人际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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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案信息

1.1  基本信息

1.1.1  来访个人信息

小雨，女，19 岁，某大学二年级学生，学习成绩中等。无宗教信仰，无家族精神疾病史，无重要躯

体器质性病变。

1.1.2  主诉或求助问题

暑假时与父母关系僵化，父母对来访的一些行为方式不认可，认为这样会影响来访的人际关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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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其没有朋友，来访也觉得自己很差。由于长期失眠，来访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太好，情绪也受到影响，

近期产生了自杀的念头，而且有自伤行为，怀疑自己是否患有精神疾病，但是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去医院，

所以想通过咨询调整自己的状态。

1.1.3  求助动机或目标

来访在登记表中填写的求助目标：（1）自我认同较差，对生活处于低欲望状态，如何调整？ 

（2）开始计划自残、自伤，如何停止？

1.1.4  对个案的初始印象

来访身高 170cm 左右，长相清秀，长发，身材偏瘦，看起来有些憔悴。衣着整洁，表达流畅，给人

干脆利索的印象，每次都能准时到访，见到老师表现很有礼貌。

1.2  既往史、社会关系经历

1.2.1  既往史

来访自述之前没有做过心理咨询，此次是通过拨打心理中心的电话进行预约，并在约定时间内按时

到达咨询室。

1.2.2  主要家庭成员与个人成长经历

父母都是某县城的公务员，父亲 49 岁，对于一般女性会有看不起的想法。母亲 40 岁，相对能够

和来访共情。高一时妹妹出生，来访觉得自己是纯粹不喜欢小孩，所以与妹妹关系一般。来访认为父

母之间没有爱情，关系一般，同其他夫妻一样，但是父母都很爱自己，来访与母亲较亲近。奶奶不喜

欢母亲，认为母亲的家境不好，而且会要求母亲好好照顾家庭，要求比较高，给母亲带来了很多痛苦。

来访初中时，母亲有 2 年因为压力太大，状态很差，经常失眠。爷爷在来访 2 岁时去世，奶奶认为都

是因为来访爱哭害死了爷爷。奶奶重男轻女，家里有 6 个男孩，1 个女孩，父亲排行第三；孙子辈中

有五个女孩三个男孩。奶奶对父亲不好，来访认为奶奶比较势利眼。母亲有 2 个姐姐，一个弟弟，关

系还不错。来访在高中时被同学孤立，自己也不清楚原因。大学期间人际关系和谐，在某学生社团中

担任部门负责人。

2  咨询信息

来访自 9 月中旬到 12 月初，共进行了 8 次咨询，均为面对面咨询，频率为每周 1 次，每次 50 分钟。

该个案接受过一次督导，来访者中期开始使用助眠药物。咨询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建立良好咨访关系、收集资料、进行评估、确定主要问题并设定咨询目标，每周 1 次，共 2 次。

第二阶段：绘制家谱图，探索成长经历。探讨来访的冰山以及沟通姿态，挖掘资源，提升来访自我

价值感，每周 1 次，共 4 次。

第三阶段：结束阶段，练习巩固，积极赋能，每周 1 次，共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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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案概念化

3.1  评估

3.1.1  确定评估目标

首先，由于来访在预约时提到有自杀念头和自伤行为，因此需要对其进行危机评估，了解其有无自

杀计划、以往自杀自伤经历、目前的现实压力以及社会支持。

其次，来访自述失眠已经很长时间，并对情绪产生了影响，因此需要了解其当前心理状态、有无就

医经历、是否服药等。

3.1.2  采用量表和访谈法进行评估

首次访谈主要评估来访目前的身心状态，排除危机。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抑郁自评量表

作为评估工具。测试结果为躯体化 2.25 分、强迫症状 2.6 分、人际敏感 3.56 分、抑郁 3.32、焦虑 2.30、

敌对 1.50、恐怖 2.43、偏执 2.50、精神病性 2.30、其他 3.14，其中人际敏感、抑郁和其他三个因子超过

了 3 分。抑郁自评量表原始总分为 57，标准分为 71 分。

3.1.3  对评估结果的解释

来访在症状自评量表（SCL-90）测试中多项评分超过 2 分，尤其是人际敏感、抑郁和其他三个因子，

这与来访的自述基本一致。来访在自述中提到困扰自己的主要问题来自人际关系，其他方面如睡眠、饮

食也受到影响。抑郁自评量表得分在 63—72 分之间被定义为中度抑郁，来访测试结果为 71 分，两个量

表测试的结果显示来访可能存在中度抑郁。

3.2  工作诊断

根据病与非病三原则，首先，来访目前的困扰有具体的原因，情绪性质和强度与现实处境相符，未

出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其次，心理活动符合协调性原则；第三，来访人格无明显变化，智力正常。

并且来访具有良好的自知力，虽然有自杀念头，但考虑到要照顾父母，因此未采取实际行动。基于以上

原则，排除来访患有精神疾病的可能。

来访主要问题表现为自我认同感较低，对人际关系较敏感，与他人交往时过于照顾别人的感受。无

重大躯体疾病，客观上能与同学和谐相处，学习成绩中等，说明其社会功能正常，可进一步进行心理辅导。

3.3  个案概念化

萨提亚模式转化式系统治疗帮助人们提升价值感，唤醒自我的能量，运用体验式的方法，让人们去

体验、表达他们的感受，不压抑、不否定感受。本案例中来访自我认同感较低，在人际沟通中忽略自己

的感受和需求，社会支持系统支撑不足，加之之前的成长经历和个性特点，致使其不能应对学习和工作

中出现的问题。基于个人心理问题成因的分析，在萨提亚咨询中，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来访者进

行个案概念化。

首先，根据萨提亚提出的沟通模式，可以看到来访在压力状态下的沟通模式是讨好型，在人际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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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比较敏感，在与人交往中对别人的感受和需求比较在意，经常会忽略自己的需要和感受，很难拒绝别

人的要求，有时甚至超出自己的承受范围，在很多时候甚至是“压榨”自己，不允许自己对自己好，觉

得自己也不配被别人关心，自我认可度非常低，认为自己很“烂”。

其次，从来访的成长经历来看，来访的奶奶重男轻女，对来访的母亲存在偏见，对来访也不喜欢，

认为爷爷的去世跟来访爱哭有关系。来访与目前的关系比较紧密，比较看重母亲的期待，当来访感到自

己做得不够好，母亲时反而会更加自责，认为是由于自己不好而使家人不得不降低期待，强化了来访对

自己的否定。高中时，来访不知何故被同学孤立，那时，妹妹刚出生，来访没有将自己在学校的情况告

诉父母。这些经历强化了来访的讨好，使得来访认为只有不断努力满足别人的需求，才能不被人拒绝、

讨厌。

第三，探索来访的冰山。来访目前的问题是自我认同感差，有自残行为，她的应对方式是讨好别人，

指责自己，感受层面是抑郁、痛苦、悲伤。来访有很多的观点不利于自己，比如认为在吃饭睡觉上花费

时间就是“追求享乐、逃避、懒惰”；父亲总是会给她买昂贵的东西，这让她觉得自己不配，认为那些

东西应该是给好孩子，而自己是坏孩子。她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明明不喜欢某些人，但表面上与他们

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样的行为让她感到很恶心。她期待能有效地完成工作，期待自己的工作能让其他人

满意，期待自己能表里如一，内心深处渴望被爱、被肯定、被接纳。在生命力部分，来访做事比较认真

负责，工作能力也较强，在交往中能够敏锐地觉察到他人的变化。

4  咨询方案

4.1  理论依据

萨提亚模式转化式系统治疗首先起源于家庭治疗，现在也广泛应用于个体咨询与治疗中。其主要理

论有个人冰山理论、沟通姿态等，主要治疗方法与技术有雕塑技术、冥想、家谱图、自我曼陀罗、个性舞会、

温度计等。萨提亚认为，每个人的价值是与生俱来的，不需要通过做事情或取得成就才能被证明。

4.2  咨询目标

在萨提亚模式下，个人的成长最终需要让来访者个人的自尊得以实现，生命力得以有效发挥，因此

咨询目标的设定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以协助来访者实现自我成长。

4.2.1  来访者的具体问题目标

咨询中具体问题的背后反映了来访内在的不和谐，因此对具体问题的聚焦实际上是引导来访者看到

个人的内在冰山，并进行调节和改变，以解决具体问题。本案例中的具体问题目标聚焦于减少情绪波动，

停止来访的自残行为。

4.2.2  来访者个人冰山的目标

当个人内在的冰山稳固和谐时，来访者的生命力就会得到展现。这部分的目标是通过带领和帮助来

访者觉察和练习自己的内在冰山，帮助来访更加清楚地了解和感受自己，并有意识地在冰山的各个层面

上进行调整，使得来访的冰山更加稳固和谐，避免被具体情境和故事所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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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来访者的成长目标

来访有非常强烈的自我否定，认为自己很“烂”“任何劣质的词用在自己身上觉得都可以接纳”，

因此咨询的成长目标是提升来访的自我价值感，帮助来访者学会对自己的内在和外在负责，为自己做出

合适的选择，能够内外一致和谐，有较高的自尊体验，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力。

4.3  咨询方法

由于来访有自伤行为，因此在每次咨询的过程中都会对其进行评估，包括来访情绪的变化、有无自

伤行为等。在咨询过程中采用的技术主要包括绘制家谱图、雕塑技术、探索冰山、天气预报等。通过练习“认

识我是你的荣幸”介绍自己，提升来访的价值感。绘制和探讨家谱图，了解来访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

通过对沟通三要素的讲解和探讨，让来访觉察和了解自己的应对模式；对冰山进行讲解和练习使来访对

自己有更好的觉察认识。通过雕塑技术让来访与以前的自己进行联结，让来访觉察为何会形成现在的应

对方式，并学习关注自己的需求。整个咨询中通过来访讲述的故事帮助其挖掘自身的积极资源。

通过 8 次咨询，来访者对自己有了更清晰和客观的认识，同时挖掘到自身很多的积极资源，收获了

积极情绪，重新建立起一种高自尊、有价值和谐的自我。

5  咨询过程

按照萨提亚对干预过程的划分，本案例的咨询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接触期。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与来访建立信任关系，收集资料，观察来访的交往互动

方式。了解来访当前问题的表现、形成原因、出现频率等，对来访当前的心理状态进行评估，确定来访

的咨询目标。来访的主要问题是自我认同较低，在人际交往中总是贬低自己，暑假期间因为此事与父母

产生冲突，强化了来访对自己的否定，因此情绪波动较大产生自残行为，且长期睡眠不好。

第二阶段：转变期。这个阶段通过绘制家谱图、雕塑、探索冰山、练习一致性表达等技术，使来

访意识到自己在人际沟通中习惯使用讨好的沟通模式，过于在意别人的感受和需求，忽略自己的感受

和需求。来访在咨询之初自述在很多时候甚至是“压榨”自己，不允许自己对自己好，觉得也不配别

人对自己好，自我认可度非常低，认为自己很“烂”，用任何卑劣的词描述自己都是可以接受的。通

过雕塑技术让来访跟高中时期的自己形成联结，使来访觉察到一方面是要通过讨好来避免被同学孤立，

另一方面要通过抓紧每时每刻做应该做的事情，让自己变得优秀，这样大家就可以接纳自己。在咨询

过程中注重挖掘来访的积极资源，让来访意识到花时间吃一顿美食，留出足够的时间休息照顾自己是

可以接受的。并运用小草的比喻使来访明白每一个生命都有意义，都值得被看见。来访在第五次咨询

后表示自己想养一盆吊兰。

咨询情景呈现如下。

来访：老师，我觉得自己很烂，用任何劣质的词语形容我，我都可以接受。

咨询师：我很好奇发生了什么，会让你对自己有这样的认识呢？

来访：高二时住宿，被同学排挤、告状，老师也批评我，刚开始其实我是否认的，认为自己不是他

们说的那样，后来就开始认同，觉得自己可能本来就是那样，以前也是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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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师：你刚才提到，以前有一些不愉快的经历，让你对自己的看法有些改变，认为别人也认为你

不好。那我想知道你现在的人际关系怎么样呢？

来访：现在看上去挺好的，上大学后可能是出于礼貌大家不直接说，但是觉得自己还是很烂，自己

做的好的那些方面都是装出来的。

咨询师：你说自己做的好的方面都是装出来的，能不能举个例子呢？

来访：比如大家要出去玩，我会提前计划一下哪些地方可以去，还会提前查好路线，也会做一些预案，

以防万一。

咨询师：你这样做，同学对你的评价是什么样的？

来访：大家会觉得我很贴心、工作能力强、人际关系好、性格好，但是我自己却不认可。因为发自

内心地说我不想那样做，但还是那样去做了，因为我要搞好人际关系，所以我觉得自己都是装出来的。

咨询师：你刚才提到自己那样做都是装出来的，我通过你举的例子发现，其实不是所有人想要装都

能装出来的，因为这里其实有很多你自己本来就具有的能力和品质，我们可以找一找，哪些是你本来就

具有的而不是装出来的东西。

来访：可以的。

……

咨询师：咱们通过你刚才举的例子找出来你工作中认真负责、遇到问题善于探索、表达能力强、善

于阅读、细致、容易发现别人不注意的信息、计划性强、方向感强等这些资源，不知道你现在有什么感

受呢？

来访：老师，虽然我知道自己看到这些应该感觉到被安慰，但是我还是不能认可。

咨询师：谢谢你的真诚表达，其实这并不是要安慰你，我们只是通过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去探索那

些你本身就具有的品质和资源，你现在不认可没关系的，我们可以慢慢来。

第三阶段：巩固期。最后两次咨询以巩固咨询效果、结束为主。来访者运用冰山理论了解自己行为

背后的应对方式、感受、期待、渴望，探索自我生命力的部分，寻找自身资源，并且练习一致性表达，

探索积极的表达方式，在生活中进行练习和尝试。

由于来访之前提到有自杀想法、自伤行为，因此每次咨询对其进行评估，来访反馈可以控制自己的

情绪。第五次咨询后，考虑到来访过去两周睡眠时间过短，因此建议其寻求医生的帮助。来访第一次咨

询时提到对于去医院有担心，一方面害怕会被诊断为抑郁症，另一方面又担心如果没有病，而自己经常

情绪低落，是不是自己太矫情。这次凭借睡眠不好的原因，正值医生来学校出诊的时机，因此在征得来

访同意后将其转介给来校医生，医生开了一些助眠药物。第五次咨询后督导老师对本案例进行了督导并

提出要多关注来访的感受层面的建议。

6  咨询效果

咨询期间以及咨询结束三个月内，来访者未出现自伤行为，控制情绪的能力有所提高。

第五次咨询时，由于来访要处理很多事情，与人沟通出现冲突，其情绪波动较大，睡眠时间变少，

之前“认为自己很烂”的想法再次出现，但是来访表述的时候情绪相对稳定。期间会使用老师所讲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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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理论去调节控制自己的情绪。

来访在咨询中期表示想要种植一盆吊兰，试着去照顾它，因为觉得吊兰跟自己很像，表示来访已经

开始学习照顾自己，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压榨”自己。

来访反馈在社团工作中学习如何去跟自己的部员沟通，分配和处理任务的灵活度增加，不再像以前

那样什么事情都是自己承担。

7  案例评价及反思

7.1  对咨询目标成败的思考与分析

对照来访的具体事件目标、个人冰山目标和总体成长目标，来访目前在遇到一般事件时不像之前那

样彻底否定自己，而是能够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应对模式，觉察自己的感受和需求，探索自己的期待和

渴望，并且开始学习照顾自己，允许自己有一些放松和享受的部分，会调整和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让自

己陷入崩溃状态，自我价值感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是遇到较大冲突时，“我不够好”的念头还是会出现，

因此还需要继续练习和巩固。

7.2  对咨询过程的评价与反思

对于本案例的反思：（1）在咨询过程中，咨询师能够积极关注来访，并完全接纳。来访在每次咨

询中表现积极主动，比较配合，咨询师也愿意跟来访一起工作。这种互动是否也在重复来访在生活中的

关系？来访是否也在满足咨询师的期待？这一点需要与来访进行探讨。（2）咨询师在咨询前期发现来

访虽然自我认可度很低，但是身上有很多资源，找到了来访的积极资源，但是来访表示很难接受。于是

咨询师试图通过来访描述的一件事情去挖掘资源，确实也找到了很多，但是来访的反馈是“我觉得应该

是受到安慰，但是却还是不认可”，当时感到有些受挫，后来通过督导发现可能是因为咨询师的冰山和

来访的冰山此刻没有在一个层面上，所以提醒咨询师要跟来访“在一起”，先去照顾她的感受，再去探

索其他层面。如果咨询师过早地急于寻找资源可能会给来访带来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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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ind “I Don’t Deserve It”
—A Report on a Self-injured Student in the Satir Model

Zhang Ning Ding Lanyan Wang Botao Wu Chengli

Xidian University, Xi’an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report on a self-injured college student who has a low self-identity and sensitiv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e client is a sophomore girl, suffering from long-term insomnia, emotional 
lability,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low self-identity, who once had the self-insuring behavior and suicidal 
intentions. This client is regarded as suitable for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fter a proper assessment 
which ascertains that she does not has the mental disease. After that the Satir model treatment is adopted 
in the following 8 times counseling, during which techniques and methods of drawing family tree, 
sculpture, exploring icebergs, weather forecast and communication are implemented. As a result, during 
the counseling and within three months after it, the client, knowing how to adjust her emotions with the 
methods she learnt from the consultation, did not commit self-injuring behavior and her sense of self-
worth was increased.
Key words: The Satir Model family theory and beyond; Self-identificati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sensitiv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