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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治疗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才立琴 等，2020）。

近年来，沙盘游戏疗法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和发展。它不仅被用于儿童心理治疗，还在青少年心理

健康教育、成人心理康复、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治

疗等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中国，沙盘游戏疗法也

逐渐被引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和临床心理治疗中，成为

一种重要的心理干预手段（吕京京，2019）。

1.2  大学生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大学生正处于从青少年向成年过渡的阶段，这一

时期的人际关系状况对其个人成长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培

养具有重要意义。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帮助大学生树立乐

观积极的人生态度与价值观，促进学业与事业发展。相

反，人际关系不良的学生可能产生负面情绪，如焦虑、

抑郁，甚至可能导致心理疾病的发生（瞿浩，2019）。

在现代社会，大学生的人际关系不仅与个人前途密

切相关，还关系到国家人才队伍的质量与现代化建设的

成败。特别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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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沙盘游戏疗法的背景与理论基础

沙盘游戏疗法（Sandplay Therapy）是一种融合心理

分析理论和象征性游戏的心理治疗方法。其起源可以追

溯到20世纪早期，由瑞士心理分析师多拉·卡尔夫（Dora 

Kalff）在荣格分析心理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卡尔夫将东

方哲学中的“道”与西方心理分析理论相结合，认为通过

沙盘游戏，个体能够在自由和受保护的空间中呈现内心世

界，并通过象征性的方式表达潜意识内容，从而达到心理

治愈和人格发展的目的（李江雪，申荷永，2004）。

沙盘游戏疗法的核心在于为来访者提供一个“自由

与受保护的空间”（Free and Protected Space），在这个

空间中，来访者可以自由地选择沙具，并在沙盘中摆放

它们，从而创造出一个反映其内心世界的场景。这一过

程不仅能够帮助来访者表达难以用语言描述的情感和经

历，还能够促进来访者与咨询师之间的信任关系，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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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具有较强自我意识和处理人际关系能力的复合型人

才显得尤为重要（侯力嘉，2019）。然而，大学生处于

身心发展尚未成熟的阶段，其人际关系往往会受到外部

环境和自身内在因素的综合影响，从而产生各种困扰。

例如，家庭背景、教育方式、社交技能不足，以及社会

环境的变化都可能对大学生的人际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谭健烽，申荷永，2010）。

1.3  当前大学生人际关系的现状

随着社会快速发展与竞争加剧，大学生在人际关系

方面面临诸多挑战。研究表明，当前大学生主要存在的

人际关系问题包括社交焦虑、人际关系冷漠、沟通障碍

等（王敏佳 等，2024）。这些问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

的结果，例如，家庭环境的单一化、学校教育的应试导

向、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以及网络社交的普及等，都可能

导致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中出现困难（魏琳珅，2024）。

社交焦虑是大学生常见的人际关系问题之一。许

多学生在面对陌生人或群体时会感到紧张和不安，甚至

出现回避社交的情况。这种焦虑情绪不仅影响他们的日

常生活，还可能导致孤立感和自卑心理的产生（贺婵婵 

等，2024）。此外，人际关系冷漠也是大学生中较为普

遍的现象。部分学生在与他人相处时表现出冷漠、疏离

的态度，缺乏同理心和关心他人的能力。这种冷漠不仅

影响其与他人的关系，还可能导致他们在团队合作和社

会交往中遇到困难（贺婵婵 等，2024）。

1.4  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研究旨在探讨沙盘游戏疗法对大学生人际关系的

改善效果，特别是对人际关系冷漠性和回避性的影响。

通过本研究，我们希望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一种有

效的干预方法，帮助大学生更好地应对人际关系问题，

促进其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

从理论层面来看，本研究将填补沙盘游戏疗法在大

学生人际关系领域应用的空白，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

新的视角和方法。通过深入分析沙盘游戏疗法对大学生

人际关系的影响机制，我们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沙盘游

戏疗法的理论体系。

从实践层面来看，本研究的结果将为高校心理健康

教育提供重要的参考。通过验证沙盘游戏疗法在改善大

学生人际关系方面的有效性，我们可以为高校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者提供一种新的干预工具，帮助他们更好地解

决大学生在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此外，本研究还将探

讨如何将沙盘游戏疗法与其他心理健康教育方法相结合

的，以提升心理健康教育的整体效果。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北京某大学学生作为调查对象，使用大

学生自我分化量表进行测量，共发放问卷 447份，有效问

卷421份，有效回收率为94.4%。其中，存在人际关系困

扰的被试共计93人。研究人员与其中留下联系方式的44

人进行联系，有12人愿意参与到后续的实验研究，并再

次对这12名被试进行施测。结果表明，这12名被试均符

合研究要求。

2.2  研究工具

本实验测量工具采用2016年郝沿娜教授翻译并修订

的人际环形量表（IPIP-IPC）中文版。该问卷由PA（支

配性）、BC（竞争性）、DE（冷淡性）、FG（回避

性）、HI（顺从性）、JK（合作性）、LM（热情性）、

NO（乐群性）8个维度构成，每个维度4个项目 ，采用5

点计分（由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共包含34项，其

中第33，第34题为重复题目，以检验该量表的可信度。

量表一致性系数为0.91。

选用该大学心理沙盘实验室作为干预场所。该实验

室配备有沙箱、沙具架、沙具。沙箱内盛有沙，可以往

其中加入水，沙具架上放置有沙具，可供来访者随意挑

选并放置在沙盘中。咨询师配备手机一部 对沙盘进行拍

照，记录本一个进行记录。

2.3  研究设计

2.3.1  分组与前测

（1）本研究采用随机分组的实验设计。具体分组方

式为：将12名被试随机分为两组，每组6人。实验组接受

沙盘游戏疗法干预，对照组不接受任何干预。随机分组

的目的是确保两组在初始状态上具有可比性，减少选择

偏差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2）前测。在研究开始前，通过人际环形量表

（IPIP-IPC）对两组被试进行前测，记录他们在8个人际

关系维度上的初始得分。前测的目的是为后续的干预效

果评估提供基线数据。

2.3.2  干预过程

（1）干预频率与次数。实验组每名被试接受每周1

次的沙盘游戏疗法，共进行10次。选择每周1次的干预频

率是基于沙盘游戏疗法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认为这

种频率能够保证被试在干预过程中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自

我反思和心理调整，同时避免过度干预导致被试产生疲

劳感。

（2）干预流程。每次沙盘游戏疗法的流程如下：

第一步：开场引导。咨询师向被试介绍沙盘游戏的

基本规则和目的，鼓励被试自由选择沙具并摆放沙盘。

第二步：沙盘创作。被试在沙盘中自由摆放沙具，

咨询师在一旁观察并记录被试的创作过程，不进行主动

干预，除非被试主动寻求帮助。

第三步：主题探讨。被试完成沙盘创作后，咨询师

引导被试对沙盘中的场景进行描述和解释，探讨沙盘中

的象征意义以及与被试现实生活中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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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记录与拍照。咨询师对沙盘进行拍照，

并详细记录被试的言语和行为表现，包括沙具的摆放位

置、数量、沙盘主题等。

第五步：反馈与总结。咨询师根据被试的沙盘创作

和主题探讨，给予适当的反馈和总结，帮助被试更好地

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和人际关系问题。

2.3.3  后测与数据分析

（1）后测。在完成10次沙盘游戏疗法后，对实验组

和对照组被试再次进行人际环形量表的施测，记录他们

在人际关系各维度上的得分变化。

（2）数据分析。使用SPSS 22.0软件对前测和后测的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主要采用的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

分析、克鲁斯卡尔·沃利斯检验（Kruskal-Wallis H test）和

威尔科克森符号秩检验（Wilcoxon Signed-Rank Test）等，

以评估沙盘游戏疗法对大学生人际关系的干预效果。

2.4  数据分析工具

本研究采用 SPSS 22.0 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实验组与对照组量表前测结果比较

在干预开始前后对实验组与对照组分别通过人际关

系量表（IPIP-IPC）进行前测、后测，统计数据进行克鲁

斯卡尔·沃利斯检验分析。由表1可见，实验组与对照组

在八个维度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这表明在干

预前，实验组与对照组在统计学上是同质的。

表 1  实验组与对照组在各维度前测的相关性分析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in pre-test of various dimensions

回避性 顺从性 合作性 热情性 乐群性 支配性 竞争性 冷淡性

威尔科克森 W 35 30.5 29.5 29.5 29 30.5 33 37.5

Z -0.645 -1.386 -1.557 -1.532 -1.627 -1.378 -0.971 -0.242

渐近显著性（双尾） 0.519 0.166 0.119 0.126 0.104 0.168 0.332 0.809

3.2  实验组与对照组量表后测结果比较

由表2可知，通过对实验组进行处理后，实验组

与对照组被试在回避性维度上的变化存在显著差异

（p<0.05），而在其他维度并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

表 2  人际关系各维度与组别的非参数检验分析

Table 2  Non parametric testing analysis of various dimensions and group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回避性 顺从性 合作性 热情性 乐群性 支配性 竞争性 冷淡性

Z -2.060b -0.647b -1.219b -0.137b -0.479b -0.795c -1.207c -1.567c

渐近显著性（双尾） 0.039 0.518 0.223 0.891 0.632 0.427 0.228 0.117

3.3  沙盘主题意向结果分析

由表3可知，实验组初始沙盘与结束盘沙盘的主题意

象呈现明显变化。所有被试的治愈主题意象均有增多，

其中3号和5号被试最明显，1、2、5、6号被试压抑主题

意向减少，2、5、6号被试受伤主题意向减少。5号被试

转化主题意向增加。

表 3  实验组初始盘与结束盘主题意象对比

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me images between the initial and final plat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实验组号

主题

初始盘 结束盘

治愈 受伤 压抑 转化 治愈 受伤 压抑 转化

1 0 1 1 0 3 1 0 0

2 0 2 1 0 1 1 0 0

3 0 1 1 0 2 0 1 0

4 1 0 1 0 2 0 1 0

5 1 2 5 2 4 1 2 1

6 0 3 1 0 1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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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与结果

4.1  研究结果的讨论

4.1.1  沙盘游戏疗法对大学生人际关系的影响

（1）显著性结果。研究表明，沙盘游戏疗法对大

学生人际关系中的回避性维度具有显著改善效果（p< 

0.05）。这一发现证实，沙盘游戏疗法能够有效帮助那些

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回避行为的大学生，减少他们的回

避倾向，增强与他人互动的意愿和能力。

（2）非显著性结果。尽管沙盘游戏疗法对回避性维

度有显著影响，但在其他维度（如支配性、竞争性、冷

淡性、顺从性、合作性、热情性和乐群性）上并未发现

显著变化（p > 0.05）。这可能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①

干预时间有限。本研究的干预时间为10周，每周一次。

虽然这种干预频率在沙盘游戏疗法中较为常见，但对于

其他维度的人际关系改善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例如，

支配性和竞争性等维度可能涉及更深层次的个性特征和

长期形成的行为模式，短期内难以显著改变；②个体差

异。被试在人际关系问题的严重程度和类型上存在差

异。部分被试可能在某些维度上本身表现较好，或者对

干预的敏感性较低，导致整体效果不显著；③测量工具

的局限性。人际环形量表虽然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但在测量某些复杂的人际关系特征时可能存在局限性。

例如，某些维度的题目可能无法完全覆盖该维度的所有

内涵，导致测量结果不够敏感。

4.1.2  沙盘主题意象的变化

（1）治愈主题增加。实验组被试在沙盘干预结束

后，治愈主题意象显著增多。这表明沙盘游戏疗法能够

帮助被试更好地面对和处理内心的创伤和冲突，促进心

理的康复和成长。例如，3号和5号被试的治愈主题意象

增加最为显著，这可能与他们在治疗过程中对自身问题

的深入探索和积极应对有关。

（2）压抑和受伤主题的减少。部分被试（如1、2、

5、6号）的压抑主题和受伤主题意象在治疗后减少。这

说明沙盘游戏疗法能够帮助被试释放内心的压力和负面

情绪，减轻心理负担，从而改善他们的人际关系状态。

（3）转化主题增加。5号被试的转化主题意象在治

疗中显著增加，可能表明该被试在人际关系中经历了明

显的认知和行为转变。通过沙盘干预，被试能更清晰地

理解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学会以更积极的方式应对

人际交往中的问题。

4.2  理论解释与机制探讨

4.2.1  沙盘游戏疗法的作用机制

（1）自由与受保护的空间。沙盘游戏疗法为被试创设

了一个自由和受保护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被试可以自

由地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而不用担心被评判或批评。这

种自由和安全感有助于被试放松警惕，更好地探索和处理

自己的情感和人际关系问题（李江雪，申荷永，2004）。

（2）象征性表达功能。沙盘游戏中的沙具和场景具

有象征意义，能够帮助被试以非语言的方式表达那些难

以用言语描述的情感和经历。这种象征性表达能够促进

被试对潜意识内容的觉察和理解，从而实现心理的整合

和治愈（李江雪，申荷永，2004）。

（3）咨询师的共情与引导。咨询师在沙盘游戏疗

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共情和积极关注，咨询师

能够建立与被试的良好关系，为被试提供情感支持和引

导。这种良好的咨访关系有助于打破被试原有的负面认

知模式，促进其人际关系的改善（才立琴 等，2020）。

4.2.2  人际关系回避性的改善机制

（1）负面认知的改变。存在人际关系问题的大学生

往往对人际交往持有固定的负面认知，例如认为自己不

受欢迎、害怕被拒绝等。沙盘游戏疗法通过提供一个安

全的环境，让被试在与咨询师的互动中逐渐改变这些负

面认知，从而减少回避行为（贺婵婵 等，2024）。

（2）情感表达与处理。沙盘游戏疗法能够帮助被试

更好地表达和处理自己的情感，特别是那些与人际关系

相关的负面情感，如焦虑、恐惧和愤怒。通过情感的表

达和处理，被试能够减轻心理负担，增强与他人互动的

意愿和能力（魏琳珅，2024）。

（3）行为模式的改变。在沙盘游戏过程中，被试通

过沙具的摆放和场景的构建，能够更好地观察和反思自

己的行为模式。咨询师的引导和反馈能够帮助被试认识

到自己在人际交往中的问题行为，并尝试新的、更积极

的行为模式（魏琳珅，2024）。

4.3  研究的局限性与未来研究方向

4.3.1  研究的局限性

（1）样本量较小。本研究的样本量仅为12人，且均

来自一所高校。样本量较小可能导致研究结果的统计功

效不足，影响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此外，样本的局

限性也可能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普适性。

（2）干预时间有限。虽然10周的干预时间在沙盘游戏

疗法中较为常见，但对于某些复杂的人际关系问题，可能需

要更长时间的干预才能观察到显著效果。未来研究可以考虑

延长干预时间，以更全面地评估沙盘游戏疗法的效果。

（3）缺乏长期跟踪。本研究仅在干预结束后对被试进

行了后测，缺乏长期跟踪数据。人际关系的改善可能需要较

长时间才能显现，并且需要持续的巩固和提升。未来研究可

以增加长期跟踪环节，以评估沙盘游戏疗法的长期效果。

（4）干预方法单一。本研究仅采用沙盘游戏疗法，

未结合其他心理干预手段（如认知行为疗法、团体辅导

等），可能限制了干预效果的全面性。

4.3.2  未来研究方向

（1）扩大样本范围。未来研究可以扩大样本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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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高校，以增加样本的多样性

和代表性。此外，可以考虑增加样本量，以提高研究结

果的统计功效和可靠性。

（2）延长干预时间。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延长干预时

间，例如增加到15周或20周，以更全面地评估沙盘游戏

疗法对大学生人际关系的长期影响。同时，可以在干预

过程中增加中期评估，以便及时调整干预方案。

（3）长期跟踪研究。建议在干预结束后进行长期跟

踪，例如在干预结束后的3个月、6个月和12个月分别进

行评估，以观察沙盘游戏疗法的长期效果和持续性。长

期跟踪研究有助于了解干预效果的稳定性和被试在人际

关系方面的持续发展。

（4）多方法干预研究。未来研究可以探索将沙盘游

戏疗法与其他心理治疗方法相结合的干预模式。例如，

结合认知行为疗法帮助被试改变负面认知，结合团体辅

导增强被试的社交技能和团队合作能力。这种多方法干

预模式可能更有利于全面改善大学生的人际关系。

（5）机制研究的深入。虽然本研究初步探讨了沙盘

游戏疗法的作用机制，但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

其具体的心理机制。例如，通过脑成像技术、生理测量

等方法，探索沙盘游戏疗法对大脑活动和生理反应的影

响，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其作用机制。

4.4  结论

本研究通过实验设计，系统考察了沙盘游戏疗法对

大学生人际关系的改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沙盘游戏

疗法对大学生人际关系中的回避性维度有显著的改善作

用，但对其他维度的影响不显著。沙盘主题意象的变化

进一步支持了沙盘游戏疗法在促进心理康复和人格发展

方面的有效性。尽管本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

在一些局限性，如样本量较小、干预时间有限等。未来

研究可通过扩大样本范围、延长干预周期、增加长期跟

踪及探索多方法干预模式等方式，以更全面地评估沙盘

游戏疗法的效果。此外，深入研究其作用机制也将为心

理干预方法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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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Sandplay Therapy 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of College Students Authors

Lu Zhibo Li Zixi Cai Haozhou

Gengdan Institute,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Abstract: This experiment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sandplay therapy on improving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Using the revised Chinese version of the “Interpersonal Circular Scale” by Hao Yanna, a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447 college students from a university in Beijing. Twelve college students with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problems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ith six people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did not receive any intervention,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individual sandplay therapy 
intervention once a week for a total of 10 week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tested again with scales, and the 10 sand tables were coded with them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and table game therap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pathy of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Sandplay therapy; College studen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