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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report of a college student suffering 

from anxiety. The Client induced a negative mood due to a sexual traumatic experience 

in adolescence, which eventually aggravated the anxiety symptoms and generalized.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of the client, the counselor used supportive psychodynamic 

therapy and sandplay therapy to help the client repair trauma, relieve anxiety, build 

confidence, and develop new ways to interact with others and more flexible and 

adaptive ways to regulate mood. After twelve consultations, the client walked out of 

the psychological shadow, the mood was stable, the anxiety tolerance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social scope was expanded, the quality of sleep improved, and the 

consultation effect was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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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是一例受焦虑情绪困扰的大学生心理咨询报告。来访者因青春期

性创伤经历诱发了不良情绪，最终加剧焦虑症状并泛化。咨询师根据来访者的

情况，采用了以支持为主的心理动力学疗法和沙盘游戏疗法对其进行心理咨询，

修复创伤、缓解焦虑、建立自信、协助其发展出与他人交往的新方式和更灵活、

更具适应性的调节情绪的方法。十二次咨询后，来访者走出心理阴影，情绪稳定，

焦虑承受力明显提升，社交范围有所扩大，睡眠质量有所改善，咨询效果良好。

关键词：焦虑；心理咨询；心理动力学疗法

收稿日期：2019-08-25；录用日期：2020-02-18；发表日期：2020-03-26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27·
一例受焦虑情绪困扰的大学生个案咨询报告2020 年 3 月

第 2 卷第 3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tppc	 https://doi.org/10.35534/tppc.0203010

1  背景

1.1  个案基本情况

人口统计学资料：H 同学，女，21 岁，汉族，籍贯湖北，大二学生，健康

状况一般，长期月经不调及痛经，无宗教信仰，无家族精神病史。

主诉：来访者很害怕见到一名男性，希望通过心理咨询来缓解自己的紧张

与害怕。他是来访者父母的邻居兼好友，来访者称其为伯伯，该男性退休前是

一国企厂长。来访者 6 岁至 9 岁时，父母工作很忙且与该男性邻里关系较好，

他每次主动提出周末带我外去玩耍时，来访者父母都欣然同意，来访者也逐渐

对他产生了好感。

从初一开始，每逢周末来访者母亲就把来访者托管在他家，初一上学期的

某个周末他在其家中提出通过按摩背部和胸部给来访者治疗鼻炎，来访者顿时

不知所措而表现得很顺从。此情况持续了近四周，期间未发生性交行为（咨询

师与 H 多次确认）。之后某次他让来访者脱掉裤子，来访者十分惶恐，便打岔

要上厕所而趁机逃走。此后来访者非常害怕去他家，但不知怎么拒绝母亲，便

找各种借口不去或躲到公园、超市里面。当来访者母亲发现不对劲后，逼来访

者说出了实情，母亲说：“反正没发生什么事。”母亲的态度和回应让来访者

非常痛心。

每次来访者见到他就十分不安和反感，担心他图谋不轨，此情况一直持续

到高中毕业。

求助动机及过程：H 主动到心理中心预约咨询，求助动机强烈。因为对该

男性的害怕已经泛化到大学男老师（尤其是中老年男性），十分警惕，因担心

被触碰而与他们保持一定距离。作为学生会干部，H 不得不与男干事交流工作，

近期其紧张的情绪十分影响自己的工作和休息（多梦、易惊醒），迫切渴望该

问题得到缓解。

对个案的初始印象：初次见到 H 是在预约接待室，H 提前来到中心，正低

头看手机，穿着休闲，皮肤白皙，圆脸短发，个子偏矮，体态微胖，随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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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咨询室后，H 神情紧张，不敢与咨询师对视，当咨询师问到因何事前来寻

求帮助时，H 欲言又止，小心翼翼。

1.2  家庭情况及重要生活事件

H 一家四口，父亲长期在外地工作，性格温和。母亲在当地经营一家店铺，

性格急躁，比较情绪化。姐姐与 H 相隔 2 岁，性格内向文静，已参加工作，未婚。

家庭成员间关系和睦，H 常与父母电话联系，与姐姐联系较少。

H 回忆自己 6 岁之前，常与姐姐吵架。因妈妈性子急，姐姐常因不好好吃

饭而挨打，H 很会吃饭便很少挨打。H 小时候身体不太好，几乎每个月都要去

诊所打吊瓶，上学后更容易生病，生病时姐姐常常“挖苦”H 不用去上学还有

人照顾。H 小学至初中成绩良好，玩伴较多但知心朋友很少，高中阶段住校，

与室友关系融洽，成绩不算拔尖但也较稳定，高中毕业考入我校。入学后 H 加

入院学生会，因各方面表现优异被辅导员老师推选为预备党员和科研团队成员。

除初一上学期的事情外，H 未经历过其他重大创伤事件。

2  评估与分析

2.1  评估

确定评估目标：一是收集 H 的个人信息，以了解 H 的概况和首要诉求；二

是为 H 畅所欲言创设安全的环境，与其建立良好的咨访关系，并奠定咨询的基调。

评估方法：1 ～ 3 次动力学访谈，结合 SCL-90、SDS 和 SAS 量表结果。

评估内容及过程：评估其病史（目前病史、既往病史、发展史）；评估自我功能；

评估心理觉察；评估自我反思能力；评估主要问题或诉求；评估求助的动机；

评估其可利用的资源［1］。

结果及解释：（1）H 主要表现为焦虑情绪困扰和月经不调及痛经等身体不

适。高中毕业后 H 父母曾带其到三甲医院进行过全身体检，未发现器质性病变

和精神障碍。（2）H 曾遭受性创伤，自此变得十分紧张和担心，焦虑承受力降低。

H 能理解目前的情绪困扰与初中经历有一定的关系。（3）H 的主要诉求在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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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缓解焦虑并使自己正常地与异性交流。H 在校积极参与学生会和科研工作，

与室友关系良好，与父母经常联系。（4）心理测验结果：SCL-90 总分 175，总

均分 1.94，阳性项目数 44 项，阳性项目均分 2.7，人际关系敏感因子原始分为 3

分，强迫症状、焦虑和恐怖三个因子原始分均高于 2 分，低于 3 分；抑郁自评

量表标准分 48，未见抑郁；焦虑自评量表标准分 63，显示中度焦虑。

H 对症状自知，求助动机强烈，无家族精神病史，无器质性病变，有就医行为，

排除了精神疾病。虽症状持续时间较长并有所泛化，但基本社会功能正常，其

焦虑也具有特定情境性。H 表现出较高的心理觉察和自我反思能力，有一定的

支持性环境，应该属于心理问题。

2.2  个案概念化

H 因青春期性创伤而留下心理阴影，对异性的焦虑和缺乏信任严重影响了

其在大学与异性之间的正常沟通和交流。虽 H 青春期遭遇较大创伤，但未出现

自我感知方面的偏差和自尊调节方面的困难。人际关系是 H 目前较突出的问题。

自初一开始，H 的安全感、人际信任度和亲密度都有所降低。H 虽有恋爱的想

法但无法克服惧怕异性的心理，内心很矛盾。H 很少表达自己的负性情绪，未

能有效地管理情绪，常以回避和隔离的方式来应对情绪压力和防御内心冲突和

痛苦，持续的情绪困扰也妨碍了她与异性间的人际关系。H 的认知功能是其优势。

H 在校学习优异，能在科研和学生工作中发挥自己的优势，表现突出，获得了

老师的肯定。另外，她具有较好的心理觉察和自我反思能力，但在处理问题的

灵活性上存在不足。工作和娱乐：能胜任学生会部长一职，组织过院系内各类

大型晚会、文娱活动及比赛。业余爱好主要为听歌和看电影。

H 的人际关系问题可能与她童年关系状况有关，H 的父亲长期在外工作，

母亲忙于生意，H 很可能从出生起就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作为主要抚养者的

奶奶和母亲，她们不经意的言语让 H 觉得自己是一个不被重视和关心的被遗弃

的孩子。同时长 H 两岁的姐姐对 H 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和“爱的竞争者”，

只有 H 好好表现（如听话，好好吃饭，好好学习等）或有症状时（生病不能上学了）

才能获得关爱，如果不顺从和听话，那么姐姐将更讨人喜欢，因此 H 内心常感



·130·
一例受焦虑情绪困扰的大学生个案咨询报告 2020 年 3 月

第 2 卷第 3 期

https://doi.org/10.35534/tppc.0203010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tppc

到焦虑不安。在 H 遭到猥亵时，尽管感到很害怕，但 H 不敢对母亲说，H 很害

怕伯伯对母亲说自己不听话，母亲会训斥自己，所以 H 表现得很顺从（H 的原话）。

被忽略和遗弃的孩子 忽略的父母，竞争的姐姐不安

H 可能形成了一个早期模板：她认为自己是被忽略和遗弃的。另外，由于

父爱长期缺失，使正处青春期的 H 对男性的示好和关爱缺乏防备，加上母亲和

奶奶的疏忽大意也为该男性提供了可乘之机，初中性创伤经历造成了 H 内心长

时间的恐惧，同时加剧了其内心的不信任感（原本是一位赢得 H 信任的伯伯）。

所以当 H 越需要去信任和接触某个人的时候，尤其是异性时，她就越发焦虑和

恐惧，害怕受伤害，情绪的压力最终促使她选择回避和隔离。

易受伤害、焦虑的孩子 善于诱惑、利用的中年男性恐惧

3  目标与计划

3.1  理论依据

心理动力学疗法认为无意识的心理活动可以影响有意识的思想、情感和行

为［2］。此疗法的目标是在与咨询师建立关系的背景下，通过帮助来访者了解

到更多关于自己无意识的惯有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模式，进而帮助他们加以改变。

此疗法比较适用于由无意识因素引起的临床表征，如亲密关系障碍、创伤体验、

心境和焦虑障碍以及认知方面等问题。

沙盘游戏疗法是由瑞士心理学家多拉·卡尔夫（Dora Kalff）发展创立的一

种非语言性的深度心理治疗方法，采取荣格理论为治疗的基础，在治疗师所提

供的自由与受保护的空间之下，来访者从沙具架上自由挑选物件，把自己内在

的世界呈现在沙箱中，达到情绪宣泄、观念表达、问题转化与解决的目的，最

终促使人格和谐与自性整合［3］。

3.2  咨询目标

（1）修复创伤，减轻焦虑症状。（2）帮助其了解与异性之间的不适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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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模式。（3）发展出与异性交往的新方式。（4）发展出更灵活、更具适应

性的情绪调节机制。（5）完善人格，促进心理健康。

3.3  咨询方法

选择以支持为主的心理动力学方法，原因在于 H 曾有创伤经历，目前焦虑

承受力较低，对男性缺乏基本的信任，作为一名男性咨询师，本身也会加剧 H

的焦虑情绪，所以本系列咨询考虑以支持为主，而非以揭露为主。另外，结合

非语言性的沙盘游戏辅导，较易被来访者接受，可以帮助其自我发现和疗愈。

4  咨询过程

4.1  进程

4.1.1  第一阶段：评估与接纳（第一次至第三次）

收集信息、设置咨询框架、评估功能和建立关系。

第一次咨询进行到 15 分钟左右时，H 说：“我很想打开门出去，我本来预

约的是一位女老师。”H 神情十分紧张，咨询师回应道：“由于你预约的老师

请假了，所以我代替她来咨询。我感觉到你对我有点害怕，你能说下你害怕什

么吗？”H 回答到：“我的问题就是害怕见一个男的，和他在一起我很紧张。”

咨询师了解了 H 的诉求后，敏感地发现 H 已经产生了移情，建议她先喝一点水，

然后等她平静下来后说：“关于你提出的问题，我很想帮助你一起去解决。你

能具体说下，你害怕的这个人是谁，你为什么害怕他吗？”这时 H 沉默了一会，

而后鼓起勇气说到：“反正我的问题是关于一个男的，或许一个男老师还好些，

这正是我要面对的问题。”咨询师鼓励她继续说下去，直到第三次，H 才完整

讲述了自己被一名中年男性猥亵的经历。

4.1.2  第二阶段：深入（第四次至第六次）

放下防御，减轻焦虑，提升功能。

第四次咨询时，H 主动提出到沙盘室做沙盘，咨询师同意。沙盘辅导过程中，

H 添加了一位农民，H 解释到农民和自己父亲比较像，父亲在旁边看着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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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滑梯，比较有安全感。第五次同样做沙盘，H 首次与咨询师有眼神的交流。H

拿了和上次一样的农民，说这是父亲工作的地方，当咨询师问及 H 父亲的详细

信息时，H 感到非常诧异，说自己很久没有认真看过自己的父亲，他的形象很

模糊，是否留胡须，大眼睛还是小眼睛都不确定。与父亲已经有两三个月没见了，

也很少视频通话。

两次沙盘之后，咨询师引导 H 对其父亲的形象、情感以及与父亲的沟通方

式进行重新认识，H 有所领悟：虽渴望父亲的关爱但不敢亲近，对男性伯伯的

害怕已经泛化到自己的父亲。

4.1.3  第三阶段：转化（第七次至第十次）

接纳过去，重新开始。

第七次咨询 H 主动提及上周的一个梦境，H 梦见自己怀孕了，梦中自己不

排斥也不恐慌，只想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醒来后 H 觉得不可思议，因为 H 曾

想过一旦结婚就做丁克家庭，没有小孩就没有烦恼。咨询师就该梦与 H 一起探

讨：有时候梦可能更接近于我们的真实愿望。我们意识上想做丁克，无意识却

并非如此。第八次咨询，H 神态轻松自然，详细述说了近一周的变化：精力充沛，

主动与室友聊天，话题也多起来。本周 H 主动与父亲视频通话，正面观察了父

亲的面部特征。第十次咨询，H 提到端午节期间母亲劝说 H 去医院探望已戴上

呼吸机的伯伯，H 到了医院病房后没待多久，情绪基本稳定。H 表示自己没有

以前那么紧张，现在更多的是对他的同情。

4.1.4  第四阶段：结束（第十一次至第十二次）

回顾咨询和告别，巩固目标，计划未来。

鉴于前十次咨询所取得的成效及达成的目标，结合 H 近一个月来良好的状

态和测评结果，第十一次咨询时，咨询师提出下次作为整个系列咨询的结束，

想听听 H 的想法，H 表示可能会不适应，担心再没有人听自己“吐槽”了，结

束时 H 预约了下次咨询。H 的第十二次咨询本预约在 6 月 22 日，但 H 以临时

有事为由取消了当次咨询，推迟一周到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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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咨询效果

4.2.1  来访者的自我评估

对初一那段经历，自己已经可以走出来了。和异性交谈不再那么紧张了，

心里也轻松很多，已能较好地应对焦虑，也能坦然接纳自己。开始主动与舍友

交流，基本上每天会按时上课，办了健身卡正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4.2.2  心理咨询师的评估

关于初一的遭遇，H 已坦然接纳并能客观分析其原因，认为一方面因父母

的疏忽大意，另一方面在于性健康教育的缺失导致自己遇到此情况时不知如何

应对。H 近两个月来情绪较稳定，焦虑承受力有所提升，与男同学能正常交流，

社交范围有所扩大，社交内容也更加丰富；饮食较正常，睡眠质量有所提升，

月经不调和痛经有明显改善，但与异性交往依旧感觉有压力。

4.2.3  心理测验结果

再测 SCL-90 总分 141，总均分 1.57，阳性项目数 39 项，阳性项目均分 2.31。

十项因子中除人际关系敏感为 2 分外，其余都低于 2 分。抑郁自评量表标准分

43，焦虑自评量表标准分 38，整体情况有所好转。

4.2.4  他人评估

H 的班主任反映，近期 H 与其沟通时低头、沉默的情况明显减少。学习方面，

旷课迟到现象比较少见，课堂状态有所好转。不再一味地埋头看书，能积极参

加院系实验室科研工作。与舍友和同班同学交往的频率在不断提高。

4.2.5  咨询师对 H 的回访 

9 月 15 日的回访，咨询师了解到 H 暑期参加了大型科研比赛并荣获省二等

奖，以较高分数通过了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业余时间主要用来健身。8 月上旬 H

通过同学介绍认识了本校某学院一位男生，H 非常欣赏该男生的聪明、灵活和

有主见，两人暑期交往较多，目前未确定恋爱关系，H 与母亲沟通了此事，母

亲未反对但也不看好，父母希望 H 能继续深造。H 也有所顾虑，因为 H 不确定

毕业后是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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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讨论与总结

5.1  对咨询目标成败的思考与分析

5.1.1  咨询目标基本达成

在本案例咨询期间，咨询师与 H 建立了良好的咨询关系，全面掌握了 H 的

情况，获得了 H 的信任与配合，共同制定了目标和方案。在咨询过程中，H 能

放下防御，愿意倾诉内心，咨询师能不带评判地倾听和共情回应，较好地帮助

其调整了情绪状态，协助其发展出与他人交往的新方式，以及更灵活、更具适

应性的应对焦虑的方法。

5.1.2  自尊和人际关系的显著改善 

从后期回访的情况来看，此系列咨询有效提升了 H 的自尊，H 从与异性保

持安全的距离到可以单独与异性交往，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5.1.3  对创伤修复原因的思考与分析 

H 之所以能从初中的阴影中走出来，对男性的焦虑逐级脱敏并发展新的人

际关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 H 从与咨询师之间稳定、安全、抱持与接纳的

关系中不断汲取养分，这样积极的转变与内化使得 H 创伤的内在客体关系逐渐

得到修复。

5.2  对咨询过程的评价与反思

5.2.1  咨询过程比较完整、符合规范 

咨询师和 H 签订了知情同意书、讨论了咨询目标并设置了咨询框架。整个

咨询过程中没有出现偏离或突破咨询设置的现象，没有出现违背咨询伦理的行

为［4］。评估阶段收集的资料比较详实和完整，中间阶段咨询师与 H 发展出稳

固的咨询关系，为咨询取得成效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结束阶段的处理有点仓促，

值得反思。

5.2.2  对结束阶段的处理不够成熟

咨询师还需要认真考虑咨询结束的时机是否恰当并设计好最后一次面谈，

让 H 有足够的时间去回顾、哀伤和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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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咨询期间定期接受案例督导很有必要

在第五次咨询后的案例督导为后面的咨询理清了思路，指明了方向。督导

师提示透过症状（焦虑、恐惧、月经不调）背后的动力学意义去理解 H 所想表

达的内容；第二次朋辈督导帮助咨询师认清了咨询中的盲区。H 因事取消并推

迟了最后一次咨询，可能是对结束的阻抗，咨询结束的时间是否合理值得探讨。

两次督导都获得了满意的效果。

5.3  在咨询中产生的自我觉察

第一次案例督导时，当被问到对 H 的感受时，咨询师回答到：“很听话，很乖，

但我不太喜欢她这样。我希望她可以坚持自己，自己能拿主意，拒绝母亲提出

的要求。我对她的被动和顺从感到有些生气。”过后想起这段话，有两个自我

觉察：（1）透过反移情可以了解到 H 可能正在压抑自己，不敢表达，不敢说不。

咨询师不需要分析和纠正她的行为，而是不让生气来影响咨询师去接纳她。（2）

之所以会生气，可能跟咨询师自身的成长经历有关，有时因不善于拒绝别人也

给自己造成不小困扰，此时咨询师在 H 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同时也调动了

对自我压抑部分的不满情绪。

以上两点提醒咨询师在今后的咨询工作中需保持更高的自我觉察和更大的

耐心。另外，本案例中的两次督导为咨询师理清了思路，识别了盲区，指明了

方向，是整个系列咨询出现转机的关键，同行们在处理较复杂和棘手的个案时，

很有必要定期接受个案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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