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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career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lors. Methods: On account of learning the career choice motivation and career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lors, 13 experienced psychological counsellors 

were interviewed in-depth. The grounded theory and Nvivo11 software were used to 

code the interview transcriptions. Results: A total of 3 main axes and 11 categories 

were extracted, main axes including self, others and social environment. Categories 

in the self axis were self-awareness, self-development, self-persistence, altruistic 

tendency, altruistic behavior and internal experience; categories included in the others 

axis were important others, peers and clients; the axis of social environment included 

market orientation and industry orientation. Conclusion: A theoretical model of 

career choice and maintenance process of experienced psychological counsellors was 

preliminarily constructed in this study. It means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the career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lor is extended around change, both self and others changed 

from the selection stage to the maintenance stage. At last, the value and limitation of 

this study we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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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心理咨询师的职业选择动机及职业生涯发展历程。方法：

围绕心理咨询师的职业选择动机及职业生涯发展，本研究深入访谈了 13 名经验

丰富的心理咨询师，基于扎根理论运用Nvivo11软件对访谈材料进行编码。结果：

共提取出 3 个主轴和 11 个类目，主轴包括自我、他人和社会环境。自我主轴下

的类目包括自我认识、自我发展、自我坚持、利他倾向、利他行为和内在体验；

他人主轴包含重要他人、同行和来访者等类目；社会环境主轴的类目包括市场

导向和行业导向。结论：本研究初步构建了心理咨询师职业生涯发展模型，即

在社会环境下，心理咨询师的职业生涯与“改变”紧密相连，从选择阶段到维

系阶段，经历了自我和他人的改变。最后，对本研究的意义和局限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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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国民心理问题不断增加，有数据显示，我国心理和精神疾病患者

高达 1600 万，有心理健康问题的青少年已达 3000 万［1］，国民对心理咨询的

需求不断增加［2］。然而，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严重紧缺，国内每百万人口中仅

有 2.4 名心理健康服务人员，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心理服务水平［1］。同时，行

业门槛低、对咨询师个体的关注少［3］、咨询师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导致来

访者未能得到有效的帮助［1］。但随着国家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书的取消［4］

和第一届中国心理咨询师职业发展大会的召开［5］，政府和行业组织逐渐重视

心理咨询师的职业发展。

国内外不乏对心理咨询师职业生涯的探究，其研究主要集中在职业选择动

机的理论、测量及影响因素等方面［6］。对咨询师的职业选择影响较大的动机

包括帮助和理解他人［7］、探究和治疗自己［8］、与来访者建立信任而亲密

的关系［9］、满足自恋的需要［10］等。范文岳等人的研究也发现，促使个体

选择并维持其职业行为的动机由强到弱为职业利他、自我与人际和谐、追求卓越、

职业回报、人际卷入［6］。与教师、工程技术人员比较发现，创伤经历、助人

和自助的动机是影响咨询师职业选择的特殊因素，起着定向作用；重要他人的

鼓励和职业回报、追求卓越动机坚定了他们的职业选择，是一般影响因素［11］。

从内容上看，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咨询师的职业选择动机上［6］，［11］，

［12］，而很少关注维系职业发展的因素，或者对两者进行区分。职业选择动

机直接影响着心理咨询师的工作效能高低和职业生涯长短，不仅为他们的职业

选择提供了方向，还是维持他们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根本动力［13］。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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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觉察职业选择动机对于咨询师来说并不够，这些动机在后续的职业活动

中能否获得满足以及如何满足将影响心理咨询师的职业维系。除此之外，其他

维系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也同样值得重视。本研究不仅帮助咨询师预见职业道

路，对未来的职业发展有更清晰的认识、更强的信心，还为心理咨询师的职业

健康发展提供有效的建议。政府和行业组织等也可以据此制定政策，一定程度

缓解专业心理咨询师缺口较大的问题［14］。

本研究主要探究以下问题：心理咨询师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职业？哪些因素

会影响他们的选择？以及是什么影响他们留在这个行业？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

心理咨询师的职业发展，探究他们职业发展历程，并运用扎根理论构建心理咨

询师职业生涯的整合模型。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本研究以经验丰富的心理咨询师为研究对象。回顾近年来以咨询师为对象

的调查研究，发现半数以上的咨询师从业时间低于 5 年［15］，［16］，［17］。

据此，本研究将 5 年作为心理咨询师从业经验的平均水平，并把高于平均水平，

即从业 5 年以上作为经验丰富的心理咨询师的选取标准。采用滚雪球抽样，邀

请符合条件的咨询师参与访谈，信息达到饱和后停止抽样。最终访谈了 13 名经

验丰富的心理咨询师，其中有 4 名男性，9 名女性；从业时间皆在 6~15 年，累

积接待个案时间多在 1000 小时以上；从业背景为教师、社工、医生、在读博士，

其中 9 名兼职咨询师，4 名全职咨询师。为保护受访者的隐私，将以字母和数字

的方式表示不同的咨询师，其中编号 M 表示男性，W 表示女性。

2.2  方法

2.2.1  资料收集

研究者通过访谈来收集资料，访谈的时间、地点及方式由受访者自由选择，

访谈时长为 30 ～ 60 分钟。访谈内容包括：咨询师的职业动机、从业经历及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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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规划等。研究者将研究目的告知咨询师，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对访谈过程进

行录音，最后由研究者对录音进行转录。

2.2.2  资料的分析

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进行原始资料的分析和理论建构［18］，采用 NVivo11

软件辅助编码。资料的分析由前三位作者在第四作者的指导下对原始资料进行

编码，第一、第二作者负责初级编码，前三位作者共同进行聚焦编码、主轴编

码和选择性编码。在此过程中，不断对比资料与理论，根据资料与理论之间的

相关关系提炼出有关的类属及其属性［19］，最终形成能够解释心理咨询师职

业生涯的理论模型。

（1）初级编码

通过反复阅读转录稿，标记与研究主题有关的词语、短语、句子或更长的

文本小节作为参考点［20］，再将意义相近的参考点归为同一个节点。例如，

在访谈稿中获取到“希望了解自己、个人上的寻找”等参考点，概括为“了解

自我”。当新的参考点减少到不再出现时，即达到信息饱和［20］。通过反复

阅读访谈稿，共提取出 180 个参考点、33 个节点。

（2）聚焦编码和主轴编码

聚焦编码是将包含相近信息的节点归纳到同一的类目中，比较不同的类目

之间的关系，最后把存在时间、语义、情景、过程、相似等关系的类目归纳到

同一个主轴编码中。例如，“了解自己、优势特质、学习经历”节点可以归纳

为“自我认识”这一类目，而“自我认识”是心理咨询师对自己当前的认识，

所以归在“自我”主轴中。研究者对 33 个节点聚焦编码后，共获得 11 个类目，

对这些类目进行编码，形成“自我、他人、社会环境”这 3 个主轴。编码结果

显示了咨询师职业发展历程的三维结构（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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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心理咨询师职业发展历程访谈资料编码结果

Table 1  Interview data coding results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ors’ career 

development

主轴编码 聚焦编码 初级编码 提及人数及频次

自我

自我认识 了解自我、优势特质、学习经历 9，13
自我发展 自我认识提升、能力提升 11，23
自我坚持 价值观、兴趣 13，40
利他倾向 助人意愿、责任感 7，13
利他行为 心理咨询、公益活动 6，9
内在体验 影响力、成就感、感动、满足感、价值感、得到休息 9，26

他人
重要他人 家庭的影响、老师的影响 7，9

同行 接受督导、团队支持 9，16
来访者 求助的问题、咨询效果 6，17

社会环境
市场导向 从业契机、媒体影响 4，4
行业导向 行业需求、职业前景、政策支持 6，10

（3）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分析的最后步骤，其目的在于把编码的类目结合起来，从而

创设一个能够运用于所有的陈述并且能够解释冲突性资料的全局性理论［20］。

研究发现“心理咨询带来的改变”作为核心类属，能够联结各个类目，解释类

目之间的关联。因此，研究者以“心理咨询带来的改变”为核心构建了心理咨

询师职业生涯模型。

3  结果

职业生涯分为职业选择和职业维系阶段，职业选择阶段是指个体进入心理

咨询行业前进行职业方向探索的阶段，职业维系阶段是指个体从事心理咨询工

作后继续留在该行业的阶段。

本研究发现，贯穿心理咨询师职业生涯的是两条相互交织的线索：自我和

他人。心理咨询师的职业生涯伴随着自我和他人的改变。这种变化贯穿职业选

择和维系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咨询师不断咨询、实现和突破个人目标，在心理

咨询工作中持续地学习和发展成长为经验丰富的心理咨询师。咨询师的一些个

人特质、价值观、对心理咨询的兴趣等贯穿着职业选择和维系两个阶段，处于

一种相对不变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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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自我

职业选择本质上是个人的选择，因此“自我”是职业生涯的核心，自我作

为主轴，贯穿始终。这个过程中，咨询师自我的 5 个方面：自我认识、利他倾向、

自我发展、利他行为、内在体验，都发生了变化，而自我坚持则在变化中保持不变。

3.1.1  变化

职业生涯发展过程中，心理咨询师认识自我的愿望得到实现，转变成自我

发展；他们的利他倾向在职业活动中得到展现，从而转化成利他行为，同时伴

随着内在体验的产生。

在职业选择阶段，咨询师想要认识自己、获得成长的愿望促使他们进入心

理咨询行业。有人认为这种希望了解自己的想法是一种动力，“希望了解自己

和更多人的内心……好奇和对人类内心复杂性的尊重，也是非常重要的前进动

力”（M02）。也有人认为选择伴随着无意识的因素，“这可能不是有意识的选

择，更多的是我从自己身上观察到了一些东西，我不清楚原因是什么，只是顺

着感觉走”（W04）。咨询师需要对自己有清晰、敏感的认识，才可能去觉察

和识别来访者的情绪、认知和行为。因此，咨询师的个人议题及自我认知也是

其从业前的考虑因素。例如，他们需要处理情绪问题，“初衷是觉得自己可能

在情绪方面需要帮助”（W09）。此外，咨询师过去学习的理论、知识等都影

响其职业选择。“我五年时间都在做和咨询相关的研究，却不是咨询本身……

我既然有积累，扔掉就太可惜了”（W04）。

从业后，咨询师认识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后变成自我发展，其咨询能力和

自我认识得到提升。在咨询能力上，咨询师通过理论学习、参加培训或实操以

获得提升，“我对所学的知识有更深层的认识，在做心理咨询后有更多的经验

积累、技术的整合，个人经验性的总结。”（M04），“咨询上的专业发展……

一方面是咨询的理论和培训，再加上实践的积累，感觉自己在能力上有提升”

（W04）。在自我认识提升中，咨询师觉察到自身的成长和改变，如性格、态度等。

“个案对自我成长是非常好的，我接触过好几个案例以后发现对案例的反思，

以及来访者与家人互动模式，给予的信息是对自我很好的对照”（W09），“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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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跟接待咨询，像我会接受个人分析、督导和团体督导……相较于理论的学习

我更倾向于完善自己，整合各个部分的人格，健全人格，然后知识能够在体验

的层面上留下标记”（M02）。总的来说，持续不断的学习、实践和反思使咨询

师的人格和能力都得到提升、完善。

心理咨询师作为助人职业，吸引着有较强利他倾向（包括责任感、助人意愿）

的人，有咨询师提到“特别喜欢帮助他人的感觉”（W05）。他们有些怀着强

烈的社会责任感，“这是很大的社会责任，自己具有这样的能力，我不去伸手，

谁去伸手”（W02），“我希望国内的心理咨询能够发展，能把自己所学、美国

正在发生和教给学生的知识带给国内”（W06）。或希望为心理健康服务行业贡

献力量，“在中国更多地应用心理学，使其更适合中国的人群、心理和本土文

化”（W08）。咨询师通过心理咨询，利他倾向得到实现，“我可以拯救一个

家庭，也可以同时拯救更多”（W02）。还有人做着公益咨询，“有做公益咨询，

因为有的来访者经济条件不好、收入低”（W01），“我每周都去做公益咨询、

公益现场咨询等”（W07）。

在咨询过程中或结束后，咨询给心理咨询师带来了大量积极的内在体验，

如成就感、价值感、满足感等。“那场咨询给我的触动是非常非常大的”（W02），

“在咨询过程中自己也舒服了很多，助人自助，有内在的价值感”（W03），“有

感受到被信任……感觉到很有成就感”（W05）。这些内在体验又不断强化咨

询师的职业行为，使职业活动更加稳固。

总体来说，随着从业年限的增加、个案的积累、咨询经验的丰富，咨询师

的部分自我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激励着他们继续从事心理咨询工作。

3.1.2  不变

自我坚持作为自我中不变的部分，贯穿心理咨询师的职业生涯，包括价值

观和兴趣。咨询师的价值观和兴趣不仅促使他们选择了心理咨询行业，并且在

从业后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工作，为他们继续留在行业中提供了支持。

部分咨询师很注重精神追求，如“灵魂层面、精神层面的东西比一个健全

的肢体更重要，这激发了我从事心理方面工作的想法”（W06），“更注重精神，

金钱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W05）。有人对探索人性、学习及实践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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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知识有强烈的兴趣，如“我一直很好奇，不同人内心的故事，可能跟自己

的特点有关”（W05），“当时只是一种热情，毕竟当时心理咨询行业还前途未卜”

（M01）。也有咨询师提到，心理学实用性的影响，“心理学让我有很好的调整，

能够往积极正面的方向走，这很重要，我也蛮受益的”（W03）。

3.2  他人

在个人的职业生涯中，他人对心理咨询师有影响，咨询师也会影响他人。

心理咨询会影响他人（主要是来访者），有效的心理咨询给来访者的认知、

情绪或行为带来积极的改变，“慢慢在帮来访者做心理行为矫正，再慢慢帮他

树立信心、挖掘他的潜能，然后再让他重新走向正轨”（W02）。“咨询过程

中感受到被信任，咨询一段时间、彼此相互工作之后，会看到来访者的变化……

真的会影响我”（W05），来访者的积极改变，更加坚定了咨询师继续工作的决心。

“他们这份贺卡也好，明信片或者那封信也好，在我看来是非常有价值的”（W05），

“（来访者）互相之间误解解除，大家都看到了彼此深深的爱的需要，你能够

感受到被那股（爱的）能量所滋养”（W07）。

除来访者以外，咨询师的职业生涯也受到了其他人的影响。重要他人（包

括家庭成员、老师）会对咨询师的职业决策产生影响。有人是为了给家人提供

心理帮助，“最先开始是因为自己的孩子比较内向，想要通过心理咨询来调整

和培养孩子更外向的性格”（W07）。有人认为职业倾向是原生家庭留下的痕迹，

“也许就是跟我们家庭整体的那种对某些东西的赞赏，或者说很欣赏这块的缺失，

所以你会去寻找它”（M02）。

在职业选择阶段，咨询师获得老师的认可和支持，会增强他们从事心理咨

询活动的信心。“我的一个导师跟我说，你一定要组建自己的团队，组建好了

以后通知我，我全力以赴支持你……他说你只要做，按照我的做，我肯定百分

之百支持你”（W02），这个老师可能与咨询师朝夕相处，给他很多支持和鼓励，

也可能仅有一面之缘，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一名大学

心理学的老师，他说你不做心理咨询太可惜了”（M03）。

到了职业维系阶段，心理咨询师的生活中又多了一类人——同行（包括督



·118·
心理咨询师的职业生涯发展历程

——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究

2020 年 3 月
第 2 卷第 3 期

https://doi.org/10.35534/tppc.0203009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tppc

导和团队），他们对咨询师有着更强烈、更即时的影响。有咨询师提到团队的

鼓励和支持，“我们团队有督导，有交流，所以这也是我坚定地走下去的动力……

团队真的很重要的，能给你支持之类的”（W03）。也有人认为团队的影响是

不确定的，“我不止一个团队，如果是能量比较低的团队，它确实会稍微往下

拉一拉我，但是能量比较高的团队会给我往上拉”（W07）。有人认为团队会

间接影响个人决策，“有时候出现困惑可以互相探讨……有他们更好，没有他

们也没有关系”（W01）。可见，团队在从业后发挥的具体作用仍有待探讨。

从业过程中，咨询师总会遇到一些棘手的案例，需要与督导或团队讨论，

“刚开始拿证的时候不会去接个案，那我们形成了一套督导机制，我们做咨询，

会有督导、小团队一起成长”（W03）。督导为咨询师的职业活动提供保障，“有

专门的实习机构，有人一对一地去带你，这样你去做咨询，哪怕做得不好，有

督导师给你督着，也不会对来访者不负责”（W05）。

3.3  社会环境

自我和他人的转变、心理咨询师职业选择到维系阶段都嵌入社会这个大背景

下，并受到市场和行业发展的影响。从市场来看，一些咨询师最初能够敏锐地发

现市场潜在的需求。“可能当时社会的心理辅导的意识强起来了、社会上有人需

要心理辅导，就一直从事了”（W09）。目前心理咨询的需求量增长，“我们不

愁没有来访者，我甚至都接待不过来”（W05）。咨询师对行业发展有信心，“这

个职业发展还是非常好的”（M04），“我相信国人的（心理健康）意识也会像

发达地区一样，越来越能用知识去保护自己”（W02）。此外，咨询师的决策也

离不开“国家有这样的政策”（M03）。从行业来看，咨询师认为从事这个职业

有时候离不开从业的契机，“正好心理学刚发展起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M01）。

以及媒体的关注，“媒体也有接触，觉得学心理咨询其实还是蛮好的”（W09）。

3.4  信效度检验

在质性研究中，比较一致的倾向是用“效度”来评估质化研究的质量［21］。

本研究采用参与者检验法检验效度。研究者将初步的编码及理论模型反馈给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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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者，保留受访者与研究结果反馈一致的结论；重新阅读原始材料，反思与研

究结果不一致的反馈。对于不一致的反馈，根据受访者提供的建议修改、调整

研究结果，然后重新检验，如受访者反馈“助人感”这个编码命名不能理解，

于是经讨论决定将“助人感”调整为“助人意愿”。此外，四位研究者共同讨论、

确定编码手册并反复修改编码，以提高信度。通过信效度检验，可以证明本研

究的编码结果是有效、可靠的。

4  讨论

研究揭示了心理咨询师从职业选择到职业维系的发展历程。为了使理论更

具推广性，我们将职业选择和维系阶段用从业前和从业后两阶段来表示。

图 1  心理咨询师职业生涯模型

Figure 1  Career model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lor

图 1 是本研究构建的心理咨询师职业生涯模型，“心理咨询带来的改变”

处于核心，是从业前到从业后转变的关键点。自我和他人这两条线索贯穿整个

生涯，而咨询师自己和身边的人也因其职业活动发生着改变。从自我来看，从

业前咨询师对自身的认识、进一步认识自己的愿望在进入行业后变成自我发展，

获得成长；帮助他人的愿望或倾向，通过心理咨询工作得到满足，同时伴随着

丰富的内在体验。从他人来看，心理咨询师从业前或多或少受到重要他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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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之后，在同行的帮助下（团队、督导）他们通过咨询给来访者带来改变。同时，

这些变化发生于社会环境中，受到市场和行业的影响。

图 1 中只呈现了心理咨询师职业生涯过程中发生变化的关键点，而他们的

自我坚持，如对探索人性、对心理学的兴趣和注重精神追求的价值观，在从业

前后相对稳定。个体的兴趣和价值观为职业选择提供方向，并维系职业发展。

Williams 等人的研究发现，选择进入心理咨询领域，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个体的兴

趣、技能和价值观与该领域较高的契合度［22］。Kottler 也提及，对心理咨询

的兴趣、利他主义的态度，成长的渴望等因素影响着咨询师的职业选择［23］，

吸引他们进入心理咨询行业，并在职业发展过程中一直保持激情［3］，这与本

研究结果一致。

心理咨询师的助人倾向和内在需求，在咨询工作中得到满足，并在产生积

极的心理体验，如帮助他人带来的满足感、看到他人改变带来的成就感以及自

身的价值感等等。许多研究也有类似的结果，作为心理咨询师最普遍的职业动

机［7］，帮助他人对咨询师职业选择的重要性远超于其他职业，是影响咨询师

职业选择的独特因素［13］。咨询师通过咨询活动帮助他人，从而获得自我满

足［11］，［24］，［25］以及更深层的心理收益，如得到来访者的认可、变

得自信、觉得自己对来访者很重要［26］。咨询师极其强调自己从这项工作中

得到的收获，如满足感、幸福感、愉悦感等［3］，这些收获和内在体验维系着

他们的职业生涯。有学者认为这种变化是由职业早期拯救幻想所激发的神经质

的助人冲动，变成后期给予和获得之间的公平交换［3］。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咨询师对自己的认识也在一直变化。在职业选择初期，

进一步了解自己的渴望促使他们进入这个行业。随着工作经验的增加，不仅是

个人能力，性格和态度也发生改变，实现成长。前人研究也发现，咨询师能在

工作中发觉、并强化自身的优点，同时不断地正视和接纳自己的不足［3］。他

们经过长久地学习以实现专业上的成熟，使工作方式、观念和行动积极转变，

也有助于维持他们在开展心理咨询工作时的活力和内在力量［3］。

此外，重要他人对心理咨询师的影响表现在，家庭成员的需求与影响是他

们进入心理咨询行业的原初动力，老师的认可和支持增强了他们的信心，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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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影响一直持续到从业后。Williams 的研究认为家庭的支持是咨询师职业选择

的外部因素之一［22］，他人激励和职业榜样会促使心理咨询师踏上职业道路

［6］，这与本研究的结果一致。在咨询师的专业成长道路上，团队和督导的支

持带给咨询师帮助和提升，本研究中有 9 位咨询师提到了督导和团队对职业发

展的促进作用。督导、团队、同事、配偶和朋友等组成了形式丰富的支持系统

［3］。好的督导服务能增进咨询师的能力，使其有所收获和成长，从而更有效、

自信地开展工作［3］，［27］。此外，团体督导模型能有效提升新手咨询师的

技能水平，有助于对自身咨询工作的监控和自我反思［28］。团队成员及彼此

间的关系和专业技能互相帮助，共同成为更有效和有技能的助人者［29］。

对比 Henry 职业选择模型［30］发现，本研究提出的心理咨询师的职业生

涯模型与其既有共性也有独特性。该模型认为兴趣和价值观等影响着决策者的

偏好［30］，而偏好影响着职业选择，这一点和本研究的结果是相似的。相较

一般职业，利他倾向和了解自我的愿望是咨询师的职业选择中独特的因素，这

与前人的结论一致［6］，［7］，［11］，［13］，［24］。本研究还发现咨

询师的社会责任感对其职业选择的影响，重要他人和榜样对职业选择的影响也

得到了［11］，［22］研究的支持。

本次受访者涉及医院、学校等多领域，既有全职也有兼职。研究发现全职

和兼职咨询师的情感卷入与压力承受存在差异［31］。由于样本量小和研究方

法局限，本研究无法细致考察领域、从业方式对咨询师生涯的影响。职业耗竭

是咨询师产生离职倾向的重要原因［32］，本次研究没有访谈离职的咨询师，

也无法了解其中原因。此外，受限于访谈样本数，本研究的模型无法代表所有

咨询师。这些不足，可在后续的研究中补充量化数据进行完善。

本研究能为心理学专业学生及新手心理咨询师在职业选择或发展早期提供

可参考的模型，也证实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如定期督导和合适的工作团

队对于心理咨询师职业维系的重要性。针对同行对咨询师职业发展的影响，政

府或行业协会可以出台方案加强咨询师群体内部的交流，并搭建或强化一些交

流平台，创造与同行交流的契机，提升从业人员的归属感。由于自我认识和自

我发展对咨询师的职业生涯具有引导和维系作用，行业协会等可以推出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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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以培养咨询师的自我反思和觉察能力，帮助咨询师获得更多专业性的个人

成长，为向来访者提供优质的服务打下基础。同样，来访者的改变对咨询师影

响重大，建立规范的心理咨询效果评价体系，多角度评估和反馈来访者的改变，

也会让咨询师从中获益。此外，督导的作用仍需进一步加强。虽然本研究存在

一些不足，但却是将咨询师职业生涯中的重要因素整合起来并还原到其职业生

涯发展历程中的一次有益尝试，并据此为心理咨询行业的潜在从业者和从业者、

行业协会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希望可以改善职业环境，增强心理咨询师

的信心，在培养和留住高质量咨询师的同时吸引更多的人才从事这一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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