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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盘游戏改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学生亲子关系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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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采用个案研究法，对一名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学生实施沙盘游戏干预。经历了亲子问题暴露、母

亲有配合意愿和行为、个案转化成长的过程后，个案与母亲建立起了良性的沟通渠道，母亲对个案更有信心，

个案的同学关系和师生关系得到改善。研究提出建议：主要监护人要全程参与孩子情绪行为问题的干预活动；

母亲要保持尊重和理解孩子的意愿和需求；母亲要继续改变和完善自己的家庭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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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是一种执行技能障碍［1］。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学生在普通学校就读时，由于执行

技能障碍导致他们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兴趣狭窄、不知道怎样与他人相处、注意力不集中、学业

压力大、体质弱、睡眠差，以及出现孤独、冲动、退缩等心理问题。多数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学生与父

母之间的关系是很紧张的［2］。他们表现出来的情绪和行为问题不仅给家庭带来沉重的压力，还导致他

们的学业成绩以及社会功能下降。因此，改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学生的情绪行为问题对于促进其身心健

康、社会适应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学生个体差异极大，且致病的原因不明确，因此目前尚未发展出一套完全有效的

治疗方法。除了药物治疗外，执行技能训练、社会心理支持、积极行为支持等教育训练方法可以减轻障

碍带来的影响。此外，通过心理治疗，也可减轻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学生的情绪不稳定、注意力不集中、

过分活跃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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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盘游戏是学校特殊教育资源教室的重要设备之一，已成为广大一线教育工作者用于改善学生情绪

行为问题的主要干预方法之一。本研究采用个案研究法，对一例被诊断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学生实施

沙盘游戏治疗，考察沙盘游戏改善亲子关系的作用，为沙盘游戏对有特殊教育需求学生的心理问题进行

干预提供更有针对性的临床经验。

2  个案简介

李某，男，10 岁，重度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学生，韦氏智力测试得分：98。就读于海淀区某重点小学

四年级。个案是一个长相很帅气的小男孩，身体发育与正常孩子无异，短时间的接触很难观察到他的情

绪和行为问题。

个案情绪不稳定，经常会出现一些意外的行为，导致班里同学没有人愿意和他交往，更没有朋友，

与老师难以相处，人际关系很差，孤独感强烈；学业成绩非常不理想，存在学习障碍；对音乐比较敏感，

周末学习钢琴，钢琴成绩良好，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

3  亲子关系描述

由于个案在学校不能完成任何作业，因此，到家后，母亲需在旁监督其完成作业，每天写完作业的

时间大约为深夜 12 点左右，第二天一早又得按时上学，长此以往，睡眠严重不足。专制教养行为也容

易让儿童觉得亲子之间缺乏坦诚平等的交流［3］。这导致他对上学及父母产生极度不满，与母亲关系紧张，

濒临崩溃边缘。个案自述头疼、想睡觉；不喜欢同学，不想写作业。

母亲全职在家照顾孩子，被孩子弄得身心俱疲。母子关系非常紧张。

4  过程与方法

4.1  工具

4.1.1  沙盘游戏工具

沙盘游戏工具包括沙箱、沙和玩具。沙箱是规格为 57×72×7（cm）的木箱，沙箱内侧底与边框均

漆成海蓝色［4］，内装半箱净沙，沙具架上陈列各种类别的玩具模型。

4.1.2  观察记录工具

（1）手机：对个案的沙盘游戏过程及作品进行录像和拍照；

（2）沙盘游戏记录表：记录个案和母亲在沙盘中摆放的玩具名称、位置，以及个案当时的表情、

情绪行为；作品完成后，记录个案和母亲对作品的理解、陈述与解释；

（3）沙盘作品分析：分析总结个案和母亲在沙盘游戏中的情绪行为表现、配合程度及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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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干预过程

4.2.1  干预前与家长面谈

通过与个案母亲的面谈，得知个案被诊断为重度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并了解了个案的情绪和行为表

现；在与其母亲沟通后，确定采用沙盘游戏作为干预手段来改善个案与母亲的关系，调整个案的情绪，

缓解压力。最后签订了知情同意书。

4.2.2  明确干预长期和短期目标

短期目标包括：（1）建立正确的情绪宣泄途径；（2）改善母子关系；（3）调整作息时间，确保

晚上十点前上床睡觉，无论作业是否完成，母亲表示赞同并支持这个做法。

长期目标包括：（1）改善师生关系；（2）改善同学关系；（3）提高作业完成速度，提高学业成绩。

4.2.3  沙盘游戏的实施情况

针对问题，对个案及其母亲进行 10 次母子沙盘游戏，经历以下三个标志性的阶段：

第一阶段（初期）：诊断阶段（第 1-4 次）

第二阶段（中期）：治疗阶段（第 5-9 次）

第三阶段（远期）：巩固阶段（第 10 次）

4.2.4  沙盘游戏的实施步骤 

（1）导入：教师以简短的指导语引入沙盘游戏；

（2）沙盘作品制作：亲子沙盘中，个案和母亲轮流自主选择玩具，在沙箱中完成作品后，再为作

品做主题命名，沙盘游戏主题是来访者创造的沙盘世界中呈现的一个或一系列的可视意象［5］；

（3）沙盘作品交流：通过与个案及其母亲进行对话、提问、倾听，记录他们对沙盘作品的沙具、内容、

场景、主题的陈述和解释；

（4）拆除沙盘作品：对沙盘作品拍照存档后，由个案决定是否自行拆除沙盘作品；

（5）与母亲沟通：沙盘游戏结束后，与母亲交流个案于沙盘游戏后在学校和家庭中的表现，并提

出家庭教育建议。

5  分析与效果

5.1  沙盘游戏干预阶段的分析

5.1.1  第一阶段（初期）

在诊断阶段共完成四次沙盘作品。借助个案与母亲的第一次母子联合沙盘作品如下图 1 所示《66 号

公路的交通事故》，来观察亲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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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66 号公路的交通事故》

Figure 1 Traffic Accident on Route 66

个案在作品创作中制造了交通事故、混乱的场景，每一辆汽车不是撞死了人，就是侧滑或扎入沙堆，

而且周围还有很多的交通标志限制人们通行，同时有手持枪械维持秩序的警察，加油站也停止加油了。

个案母亲在作品创作中，一直都在尽量弥补交通事故所造成的重大影响。首先，使对面车辆行驶畅通；

其次，拿走了持械警察，并加入了摩托交警、救火车、救护车，以及正在与医院联系的医生等。

作品观察与分析：

从这个作品中可以感受到母子的关系现状：个案存在破坏性、烦躁、焦虑、不安心理，而母亲持续

地在想方设法去“拯救”，这种“拯救”带有强制性和压迫性，虽然被多次提醒“最好不要拿走作品当

中的任何东西”，但母亲根本不听劝，且毅然决然地拿走了个案摆放的持械警察，迫使个案的内心充满

了不满情绪却只能被迫接受，压抑且愤怒着。母子俩的“冲突”僵持不下，母亲持续性为个案“补台”，

都真实映射了日常生活中两个人的相处情况。主动放弃自己职业的母亲，将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个案身上，

一旦个案出现问题，母亲就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教育挫败感，于是采取抱怨、压制的策略避免类似问题

的发生，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个案，从而忽视了个案的意愿和需求。

与母亲沟通：

作品创作完成后，与个案母亲进行了沟通，建议给个案一些自由空间。如个案表达出非常希望自己

能够独立乘坐公交车来做沙盘游戏，可以先放手让他独立乘车，母亲在目的地等待；春游和秋游时，也

可让他和其他同学一起活动，而不是像以前一样由母亲全程监督并陪同的方式。

5.1.2  第二阶段（中期）

在治疗阶段共完成五次沙盘作品。借助个案与母亲的第五次母子联合沙盘作品《一场激动人心的球

赛》，来看亲子关系变化。

治疗师跟母亲反复沟通后，母亲终于同意在第五次时，个案可以独立乘公共交通来做沙盘游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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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来到教室后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和成就感，喋喋不休地谈论路上的见闻和感受。母亲也适时地表达了

自己的心情，母子俩人，在愉快中结束交流。治疗师也伺机对两个人的行为和交流过程进行了鼓励和表扬，

随后两个人创作的沙盘作品如下图 2 所示。

图 2  《一场激动人心的球赛》

Figure 2 An Exciting Football Game

在作品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场激动人心的球赛，同时也能看到母子之间的合作有了“跨越式”改善。

个案摆放了一队球员、守门员以及球门，母亲则放上了另一队球员；个案摆放了拉拉队，母亲就在对面

放上了乐队助兴。同样地，母亲摆放观众时，个案就把观众的手抬起来做欢呼状。在作品创作过程中的

一切配合以及合作，都是在两个人没有进行任何语言和肢体动作交流的情况下完成的。

作品观察与分析：

个案在作品中摆放了裁判以及坐在天平上的评论员，投射出个案内心深处渴望得到他人公平、公正

的对待。

母亲在作品中摆放了教练、救火车和救护车，这也正是母亲一直持有的“不希望有事发生，但得有

所准备”的心理状态，投射出母亲持续的紧张感，精神一刻都不能放松的紧绷感。

个案和父母“浸润式”参与球赛。坐在高柱子上的是个案，坐在车里的是父母，三个人一起观看这

场比赛活动。个案的想法是看完比赛要自己骑着自行车回家；而母亲却认为个案坐得太高了，希望他能

和父母同一个高度。个案表现出来的是我需要自由、自我，而母亲则认为个案在身边才是最有安全感的。

与母亲沟通：

作品完成后，母亲表示她以前最害怕的就是老师给她打电话说个案又闯祸了，而现在，个案能够自

己乘坐公共汽车、秋游、去劳技中心，也可以和同学一起做很多事，她感觉放心多了。建议个案母亲不

要怕有事情发生，当事情发生后首先要告诉个案遇到问题要自己想办法解决，只有这样个案才能逐渐成

熟起来，否则只是简单地依靠父母“盯着”是没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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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第三阶段（远期）

在巩固阶段共完成一次沙盘作品。借助个案与母亲的第十次母子联合沙盘作品《美丽的生态园》，

来看亲子关系变化。

前几天，高年级学生拿了个案班里一位同学的衣服，班里同学去要衣服但是没要回来，个案非常地

不服气、为其打抱不平，在跟高年级学生“理论”的时候被体育老师看见了，体育老师批评了个案，并

告知了班主任。在连续受到体育老师和班主任两次批评后，个案回家后等待着母亲的第三次批评。然而

这一次，母亲没有像往常一样劈头盖脸地批评和抱怨，而是问了事情发生的经过，并提出以后遇到类似

事件的解决办法。个案表示母亲的理解、宽容与指导，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心和幸福。几天以后，

母子俩共同创作了最后一个作品如下图 3 所示。

图 3  《美丽的生态园》

Figure 3 Beautiful Ecological Park

在作品创作过程中，母亲摆放草、树，个案也放上树，并在树上放置了果实和松鼠、猴子等小动物；

母亲扒开一片水域，个案随即放上了水生动物；母亲摆放了鲜花，个案就放上了蜻蜓，并说：“蜻蜓被

花吸引，不愿再飞走”；母亲在陆地上放上了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个案在水里也放上水生动物和鳄鱼。

母亲说：“和谐的社会有强者和弱者，要想自己不受伤害，就得学会保护自己。”个案回应说：“水

里面也有强者和弱者。”

这次作品创作的完整性、舒适性、和谐性大幅度提高，母子俩的步调开始同频，特别是个案会在观

察母亲的想法和行为后，作出适当的回应，有了与母亲合作的意识和良好行为；母亲从紧张地呵护、保

护已经开始向理解、传授经验转变，个案则从服从、忍受向学习经验和理解转变；母亲焦虑、不安的情

绪得到缓解，个案也表现出心安、不焦躁的良好情绪行为。

5.2  沙盘游戏干预效果的分析

沙盘游戏对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学生干预效果明显地表现在母子联合作品的玩具种类、跟随和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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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中。母亲参与到沙盘游戏的整个干预过程，从干预前谈话、干预过程，直到干预结束；同时，母

亲参与了沙盘作品创作、沙盘结束后与教师交流，以及在家庭教育中积极配合。

沙盘游戏模具承载了我们的情感，使我们可以把无形的心理内容以某种适当地象征性呈现出来［5］。

个案和母亲在联合沙盘作品的干预过程中，从主题分析可以看出经历了亲子问题暴露、母亲有了倾听和

了解个案需要的意愿、母亲愿意配合调整、个案理解了母亲并表现出配合的过程。个案与母亲的亲子关

系都有一定程度的变化：

（1）母子俩建立起良性交流通道。期末考试时，个案和母亲一起复习，个案不写作业，一直玩手机，

母亲好言相劝后不管用，于是母亲就把个案的手机摔坏了，个案伤心地哭了，并且跟母亲说：“我恨你！”

母亲说已经好多年没有看见个案哭过了，还是很小的时候哭过。以前遇到这种事，个案都会在一旁独自

生气，然后会发生令大人意想不到的破坏性事情。而现在，他竟然哭了，用的是正常的宣泄方式。第二天，

个案主动找到母亲说：“其实我并不真的恨你，只不过是你把我最心爱的东西摔坏了，我很伤心，我希

望你以后再对我耐心一点儿，给我点时间，我会努力的。”听了这番话，母亲非常动容和感动，也向个

案道歉并表示自己以后也一定会更耐心。可见，母子两人都不再像以前那样纠结，针锋相对，即使他们

还会遇到更多更难的问题，但是建立起来的沟通、交流渠道是畅通的，就一定会相互理解、相互鼓励。

（2）母亲表示对个案有了信心。母亲整个人“放松下来了”，并多次表示愿意用更多的鼓励、理

解的方式与个案互动。

（3）学期末，个案被老师和同学们评为“最佳进步奖”。个案与同学、老师的关系也有了一定的改善，

正逐渐被接受和认可。

6  反思与建议

（1）主要监护人要全程参与孩子情绪行为问题的干预活动。一旦孩子出现情绪行为问题，主要监

护人要全程参与到干预过程中，要在轻松、积极和正面的氛围中相处，并有意识地配合、改善亲子互动

模式，亲子关系很快就会朝好的方向发展，这也是孩子情绪行为问题得到改善的前提条件。

（2）母亲要保持尊重和理解孩子的意愿和需要，给予孩子时间和空间的自由。在保证安全前提下，

留给孩子自由成长的机会，要视孩子为独立个体，保持一定边界感。

（3）母亲要继续改变和完善自己的家庭教育方式。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随

着孩子进入青春期，母亲要持续学习和掌握青春期阶段孩子的心理发展规律和特点，与孩子建立起“朋友”

式的沟通方式，与孩子一起面对、分析和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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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f Sandplay in Improving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of Children with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Wang Yanjie

Beijing Haidian Institute for Special Education, Beijing

Abstract: Using a case study design, this study implemented a sandplay intervention on a child with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fter the exposure to parent-child problems, the mother’s 
willingness and behavior to cooperat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growth of the chil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hild and the mother established a benign communication channel, and the mother had more 
confidence in her child. Meanwhile, the child’s peer relationship and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were 
also improved. Based on the results, thre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are proposed. First, the primary guardian 
should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vention of children’s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throughout the 
process. Second, mothers need to maintain respect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ir children’s wishes and 
needs. Third, mothers are advised to continue to change and improve their family education methods.
Key words: Sandplay; Children with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