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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是一例运用 EMDR 疗法进行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的案例报告。通过三次会谈，成功帮助来访者解决

了突发人际冲突所带来的情绪冲击问题，达到了情绪稳定、生活恢复常态的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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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眼动脱敏再加工疗法（eye movement desensitization reprocessing，EMDR）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夏皮罗

于 1989 年创立的一种心理治疗方法［1］。EMDR 疗法的特点是疗程短、见效快、可操作性强。目前已成

为国际上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及其他心理创伤的首选心理疗法之一［2-4］。EMDR 在治疗过程中可以灵活

整合其他各种心理咨询与治疗流派，结合使用起来高效且可操作化。目前，EMDR 在全球多个国家已广

泛应用于成人和儿童群体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治疗。目前已被证实还可广泛用于治疗如焦虑症、恐惧症、

过度哀伤、惊恐障碍、躯体障碍、慢性疼痛、厌食症等身心疾病，竞技选手和普通人群的应激及绩效提升，

以及发展性创伤如人格障碍等［5-9］。

2  个案概况和评估

2.1  个案基本情况

C 同学是一名 27 岁的大学在读博士生。C 同学从小学习成绩优异，家庭结构完整，父母支持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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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来访者目前求助的问题

C 同学四天前在宿舍楼与另一位同学 D 在微信群上发生矛盾，导致 D 同学在情绪冲动下冲到 C 同学

宿舍门前砸门、使劲晃动想要破门而入。虽然最后没有破门而入，但 C 同学因此引发心身应激反应，出

现连续几个晚上失眠、担心害怕、心情低落、做事情提不起兴趣、食欲减退等情况。

2.3  既往成长经历

C 同学出生于中部某市，家中独生女，父母工作稳定，家境良好。C 同学自小在父母身边，亲子关

系良好，从小成绩优异，成长过程顺利。C 同学本科、硕博阶段人际关系良好，有稳定的友谊和男友。

因此，读博以来越来越自信，人际关系也越来越好。C 同学既往体健，学习能力强，每天坚持运动，睡

眠及作息规律。

C 同学自述过去不太如意的地方是，本科保研时总成绩差了一名，以致必须要通过考研才能上硕士。

在准备考研的时候压力特别大。另外，对自己的科研状态不满意，认为自己科研状态不稳定，有时候会

懒得做，导致自己目前的科研成果不算理想。

2.4  家庭与社会支持系统情况

C 同学的各种社会支持系统良好，父母很疼爱她，男友也给予了很多爱和鼓励以及情感上的支持。

C 同学和父母的亲子关系良好，母亲虽然参与多、要求有些严格，但多数时候母亲带来的影响是正面积

极的。

2.5  评估工具

以下几个量表用于监测 C 同学的咨询进展：

主观困扰度量表（SUD）是一个 0 到 10 的自陈量表，0 表示无任何困扰，10 代表来访者所能想象的

最强烈的困扰。

认知效度量表（VOC）是一个 l 到 7 的自陈量表，1 代表适应性认知是完全不可信的，而 7 代表它

是完全可信的。

分离体验量表（DES-II），是一个 28 个条目的自陈量表，计量值从 0 到 100。C 同学基线测试得分

30.7 分，DES 的划界分只表示分离体验的程度，不作为分离障碍诊断的标准。对来访者进行 DES-II 量

表测试，是为了避免具有高解离风险的成员在咨询中发生不可控的风险。来访者的基线得分，结合事件

影响性量表得分，提示可能存在 PTSD 症状。

抑郁问卷（PHQ-9），是一个 9 个条目的自陈量表，C 同学基线测试得分 17 分，表明可能存在中

度抑郁症状。

焦虑问卷（GAD-7），是一个 7 个条目的自陈量表，C 同学基线测试得分 14 分，表明可能存在中

度焦虑症状。

事件影响性量表（IES-R）显示总分 54 分（回避症状得分 10 分，侵袭症状得分 26 分，回避症状得

分与侵袭症状得分之和为 3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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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个案概念化

（1）突发应激事件是 C 同学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突发的人际关系矛盾导致的宿舍冲突情景触发

了 C 同学的不安全感与没有掌控感。

（2）来自学业科研压力导致的情绪调节问题，虽然之前影响不大，但一直存在影响。

（3）现在的扳机点是突发的冲突事件：有人际矛盾的同学突然冲到宿舍门前使劲砸门，并试图破

门而入。

咨询师对 C 同学的心理危机干预方案设计为：既往存在学业压力、目前经历单个突发事件且资源良

好的Ⅰ型应激 / 创伤议题。

预计当运用 EMDR 处理并解决了突发事件所带来的应激之后，C 同学的症状将会减轻，社会功能将

会较以前改善。

3  危机干预过程及效果

该个案共进行了三次会谈。第一次会谈为咨询师见到来访者的当天，进行了初始评估及准备和心理

稳定化，帮助来访者稳定当下情绪状态，增加情绪的耐受性。

第二次会谈为第二天进行，通过靶目标评估、资源发展与植入，进一步增强来访者的稳定性。同时，

发现来访者当前有效资源后，运用 EMDR 中的“快闪技术”对当前突发事件进行加工。“快闪技术”［10］

是在充分评估后，运用资源发展与植入，邀请来访者找到一个完全正向积极的资源性画面或体验，同时

运用蝴蝶拍和快速眨眼，咨询师引导来访者跟随自己对该画面的充分叙述，交替接触目标事件画面。进

行完本次加工后，来访者对突发事件的主观困扰程度评分从 10 分降低至 6 分。

第三次会谈为一周后进行，运用聚焦式再加工（EMD 和限制性再加工 Restricted Reprocessing），对

突发事件继续进行再加工。EMD 是一种对来访者访问的内容进行限制的策略。使用 EMD 的目的是，针

对来访者在情绪失调的紧急情况下，提高她保持在场的能力，并增强掌控感。

通过三次会谈，来访者对突发事件的主观困扰程度从 10 分降低至 0 分，效果显著。

3.1  评估与准备阶段

（1）阶段一：既往史采集与治疗计划的制定阶段。经过对既往史的采集和评估，确认该同学是否

适合进行 EMDR。咨询师与 C 同学建立良好的咨询关系，阶段一完成。

（2）阶段二：准备与稳定化阶段。评估来访者当前的准备状态，特别是对解离症状进行评估；提

供必要的稳定化准备。目标是为来访者进行 EMDR 的加工提供准备，进行稳定化并增加对正性情绪的体

验。包括心理教育、讲解适应性信息加工模型（AIP 模型）及 EMDR 治疗方法和心理稳定化技术，如“安

全之所”“保险箱”技术，帮助来访者以想象为基础进行身心放松练习，以应对在访谈之间的应激状态

反应。

（3）阶段三：靶目标评估阶段。根据标准 EMDR 三叉取向评估流程，完成了识别过去的体验性致

病因素、当前存在的扳机点以及未来期望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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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创伤事件再加工治疗阶段

（1）阶段二：准备及稳定化阶段

在见到来访者的当天，根据既往史采集信息，进行心理教育、讲解 AIP 模型及 EMDR 治疗方法和心

理稳定化技术。通过“安全之所”“保险箱”两个稳定化技术，帮助来访者以想象为基础进行身心放松

练习，以应对当下的应激状态反应。

（2）阶段三：靶目标评估阶段。

在第二天的干预中，根据标准 EMDR 三叉取向评估流程，识别出当前的突发事件在来访者的内心世

界属于在人际关系中突发、单一、重大的应激事件。同时了解到来访者之前在人际关系上有非常宝贵的

资源（两个月前刚跟男友举行了盛大又浪漫的订婚仪式，双方家人和男友都非常支持和爱自己）。考虑

到当时临近学期末并且还在新冠疫情期间，干预工作需要短程、高效的开展。因此，征得来访者同意后，

进行了“快闪技术”加工。加工前来访者对突发事件主观困扰程度评分为 10 分，本次加工后降低至 6 分。

来访者报告心理感觉得到了很大的放松，焦虑紧张情绪明显缓解。

（3）阶段四：脱敏阶段

咨询师根据来访者的时间和需要，第三次会谈在一周后进行，使用 EMD 继续处理突发事件所带来

的困扰。

靶目标记忆：C 同学在同年级微信群里互动发消息引起另一位同学反感，进而升级为人际冲突，对

方冲到房门前猛烈砸门。

咨询师邀请 C 同学描述那个“最糟糕”的图像，她描述为 D 同学在砸门，试图将门粗暴地打开。找

到负性认知（NC）是“我是一个处在危险中软弱的人”，情感是“恐惧、害怕”，感觉心口憋闷等不适

的身体感觉，标定这个记忆的 SUD 为 6 分，识别的正性认知（PC）是“我是一个受保护的正常人”。

进入再加工过程中，C 同学回想到突然被砸门，感觉到“就像门被拍碎了，就要闯进来”，非常的恐惧、

担心、害怕。同时又很自责，责备自己为什么要在群里多管闲事，结果惹上麻烦了，很担心别人如何

看自己，怕被认为自己也是这种蛮横不讲道理的人。在 EMD 处理中，C 同学的 SUD 值明显下降，不适

感随着每一组眼动下降、逐步降低到 1 分。随着加工的进行，C 同学陆续报告“画面不清晰了、模糊了、

躯体感受心口不那么疼了、心跳的感受不那么快了”。直到最终 SUD 值完全到 0 分。

植入阶段进行顺利。之前的正性认知修正为“我是一个受保护的人”，VOC 分值逐渐上升，从原来

的 3 分上升到 5 分、6 分、6.5 分，直到 7 分。

结束前，C 同学用一句正性的话来表达时，她说“在这三次咨询中我感受到了我确实是被无数人保

护着，同样也在这其中感受到了咨询师对我的保护。”

3.3  治疗效果评估

3.3.1  量表评估

第三次会谈结束后，抑郁问卷（PHQ-9）测试得分 5 分；焦虑问卷（GAD-7）测试得分 4 分；事件

影响性量表（IES-R）显示总分 14 分。

一个月后邀请随访会谈评估，抑郁问卷（PHQ-9）测试得分 4 分；焦虑问卷（GAD-7）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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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 0 分；事件影响性量表（IES-R）显示总分 8 分。

以上量表评估的分数说明，因突发事件引起的潜在 PTSD 症状（回避与侵入和抑郁焦虑）得到了有

效调节和缓解，已不在临床考虑范围。

3.3.2  现状评估

在正式结束前与 C 同学交流了解到她的现状是：

（1）C 同学睡眠改善了，入睡较好且多数睡得很沉、踏实。

（2）C 同学最近恢复坚持每天运动，很享受运动带来的积极体验。

（3）C 同学科研进展顺利，预计按期毕业。

（4）C 同学现在与课题组的同学人际关系更加融洽，感受到被友谊支持的幸福感。

4  讨论

本个案是基于 EMDR 疗法的原理，在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中的灵活运用。在第一次会谈中，通过建

立良好咨访关系、进行详细初始评估后，通过心理教育帮助来访者理解自身当前心身状态是突发事件后

的正常应激反应。进一步通过 EMDR 中的心理稳定化技术帮助来访者稳定情绪和心身状态。根据后续会

谈中了解到来访者的资源系统较好，且时间紧张需要尽快处理，因此经过双方讨论同意进行后续的“快

闪技术”加工、EMD 加工。来访者能够通过三次会谈将突发事件的影响从 10 分降低到 0 分。反思运用

EMDR 疗法处理大学生心理危机情况，具有以下优势：

第一，能精准聚焦在突发事件的应激处理，帮助来访者从心理创伤的视角增进对自身当下状态的理

解，进而降低对当前状态的焦虑。

第二，从扳机事件的角度，能找到影响当前情况的更早期创伤记忆，形成目标序列，在稳定化基础

上进行再加工处理，可减少会谈的时间成本。

第三，EMDR 疗法可以灵活地与其他流派、技术整合，且工作时间短，非常符合当前高校心理咨询

工作的实际，能在短时间内缓解当前心理危机状态。

第四，EMDR 疗法中的稳定化技术可增强来访者内在的安全感、稳定感，不仅可在会谈中由咨询师

带领练习，还可以在学会后自主练习，对于处在心理危机状态的学生增强自我掌控感非常有帮助，在未

来个人发展中也会更好地面对挑战与困难。

5  结论

运用 EMDR 疗法处理大学生心理危机咨询效果良好，能够帮助来访者解决突发事件的应激问题带来

的情绪问题，适用于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实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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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Report on the Use of EMDR Therapy to Deal with the 
Psychological Crisis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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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 case report on the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using 
EMDR therapy. Through three talks, I helped the visitor to solve the emotional impact caused by the 
sudden interpersonal conflict, and achieved the effect of emotional stability and norma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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