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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是一种身心整合的练习，它促

进人们将欢迎的、友好的态度，带向与

他们正面临的问题、处境或经历所相关

的体会。

倾听体会能打开通往身体智慧的大

门——让一个人即将迈出的下一步朝向

成长和疗愈。不同于直接跨越到结论或

陷入习惯性思考模式，聚焦提供一种全

新的视野，即你存在的整体在此时此刻

是如何体验当下情境的——你的心理、身

体和灵性。

艺术治疗融合了视觉艺术、创造性

过程和心理治疗，以此来提升健康——情

绪、认知、躯体和灵性。

聚焦取向艺术治疗，结合了聚焦取

向心理治疗和艺术治疗的理论和方法。

这一治疗方法以建立来访者的安全

感开始，然后搭建治疗关系，整合了各

种共情式反射——比如体验性倾听、艺术

化反射、镜映功能等。

咨询师帮助来访者将欢迎的、友好

的、接纳的聚焦式态度带向有关他们困

扰、问题或经历的内在体会。

来访者倾听身体， 获得一个体会，

等待直到内在有一个能形容体会的象征

或图像出现，然后通过艺术的方法将之

进行表达。

一、案例概况
（一）来访者信息

1. 基本信息

来访者，女，14岁，汉族，八年级学

生。身高167cm，体重108斤。身体健康，

无身体缺陷，无重大疾病史，家族无精

神疾病史。

2. 家庭情况

个案5岁时，母亲重组家庭，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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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大学的无血缘关系的哥哥。继父平时工作比较

忙，脾气不好，对来访者的教育方式是非打即骂。

母亲是全职太太，对来访者比较溺爱。夫妻之间争

吵较多。来访者与妈妈、继父和哥哥同住。

3. 重要生活事件

七年级时，来访者曾与继父产生激烈争吵，晚

上吞服大量安定药试图自杀，后经过医生抢救脱离

危险。

（二）来访者主诉与陈述

1. 来访者主诉

从 2018 年至今，总感觉心情低落，常常一个

人躲在房间里哭，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父母总是劝

自己说没事的，很正常，但自己很想去精神卫生中

心就诊，希望得到帮助，但父母不愿意。

2. 来访者陈述

爸爸说话总是很难听，他从来不关心我。七年

级的时候，他骂我，当时我心里本来就已经难过极

了，他还是骂我，指责我，说我既然天天这么不开

心，不如死了算了。其实我早就想死了，他这么刺

激我，我想，那我就死给你看，我当天晚上把之前

就准备好的一盒安定全部吃下去了。后来妈妈发现

了，打了 120 急救，在抢救的过程中，我还听见爸

爸说有什么好抢救的，让她死了算了的话。我当时

又伤心又生气，真想拔了伸向胃里的管子。

他们经常吵架，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不够好，

如果没有我，他们一定过得开心点。我每天都提不

起精神，跟妈妈说了很多次，想要去精神卫生中心

就诊，但是妈妈总是说我没病，不用去看医生。前

天晚上的时候，我真的是难过极了，我不知道怎么

去摆脱这种情绪，于是我又用美工刀在自己的手臂

上划上一道又一道，划完以后，我的心里反而舒服

了不少。

（三）心理教师观察及了解到的情况

1. 心理教师观察

来访者衣着整洁、朴素，戴着口罩，面容有些

憔悴。动作、语速均较慢，声音也较轻。有一定的

求助动机，但表达欲不强。咨询过程中，回答问题

逻辑清楚，但回答速度较慢，表情较少，并不时出

现苦涩的笑容。自知力完好。

2. 心理教师了解到的情况

来访者母亲表示，来访者的继父脾气也没有那

么暴躁，但说话确实很难听，总是别人不爱听什么

他就说什么。自己也和丈夫沟通过很多次，希望他

改善与女儿沟通的态度，但均没有任何效果。不过

可以肯定的是，继父也是为了女儿好，刀子嘴豆腐

心。自己也确实了解到女儿的情况，但是觉得应该

不会那么严重，不会真的自杀。自己和女儿的关系

还比较好，女儿对自己也没有什么怨言。

来访者班主任表示，个案确实每天心情不好，

学习动力不足，朋友也比较少。其继父难以沟通，

有时候个案身体不舒服，打电话给他，他也不来学

校接孩子，还说孩子是装的，不要紧。班主任几次

提醒来访者的家长带孩子去精神卫生中心就诊，均

遭到拒绝。

二、评估与分析

根据郭念锋教授区分正常与异常心理的三原

则，该来访者的知情意协调一致，个性稳定，有自

知力，有求助愿望，无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

状，因此，可以排除精神病。来访者的问题具有现

实的冲突，并且已经泛化到其他方面，躯体化表现

为食欲不振，失眠、多梦，症状持续时间较长，对

自身带来了伤害，属于心理不正常的范畴，因此，

初步评估为严重心理问题。

三、干预目标与方案
（一）干预目标

改善来访者的躯体化症状及不合理的情绪表

达方法。帮助来访者摆脱抑郁情绪的淹没感，促进

来访者连接上她的体会，展现身体的智慧并承载着

她朝生命前进的方向前行。

（二）干预方案

为期6次的聚焦取向艺术治疗，每次1小时。

四、干预过程
（一）辅导初期（2 次）

每次辅导之前，我都会准备一些易于使用的艺

术材料——A4 纸、彩笔、蜡笔、粉笔、记号笔、圆

珠笔等。在来访者与我商讨定了咨询目标以后，我

向她介绍了聚焦取向的艺术治疗，以及如何在辅导

当中进行艺术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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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我带领来访者进行聚焦练习，帮助她

倾听内在，获得体会，这让她渐渐清晰什么对她来

说是最重要的。

带领来访者进入聚焦状态的指导语：请做几

个深呼吸，深深地吸气到你的身体里。跟随你的呼

吸，进入你身体的内在。当你准备好了，问一问：

“此时此刻，我的内在是怎样的？”（暂停一会儿）

友好地对待你所发现的任何内容或信息。看看是否

有一个词语、句子、画面、姿势或声音，像一个把

手一般，很契合于这个内在体会，问一问：“今天

有什么问题需要我的关注？”

过了几分钟，来访者睁开眼睛，开始告诉我关

于自我伤害以及家里的事情。我从她的脸色和身体

看出来她有一些紧张，我的感知是她正临近于内在

一些重要东西的边缘。

这个时候，我邀请她花一点时间去关注一下

此时内在的感受是怎样的。我问她：“你愿意花一

点时间，看看你身体的内在感觉如何吗？”来访者

又慢慢闭上眼睛，我在她旁边静静地等待着，陪伴

着，尽我所能地同调于她内在的体验过程，并一直

保持着积极倾听的状态。我接着说道：“看看是否

有一个画面、词语、句子、姿势或声音，像一个把

手，很契合于去描绘这个体会。”

大概过了两三分钟，来访者睁开眼睛开始描述

一个画面。我告诉她可以将它画出来。她选择了一

只黑色水彩笔，在 A4 纸偏角落的地方画了一颗黑

色的心，然后四周用灰色涂满（图1）。

我们一起注视着她的作品，来访者分享说，黑

色的心代表的是自己，周围的灰色是忧伤和沉重。

结合简德林的聚焦六步骤之叩问和接收步骤，我请

来访者回到内在，友好地对待忧伤和沉重，并倾听

它：“想象你坐在它的旁边，问一问它：是什么造

成它忧伤、沉重？”来访者安静地向内觉知，而我

通过自己的临在，静静地陪伴着她。

一段时间后，来访者睁开眼睛，拿起红色的水

彩笔继续在上幅画上画满了线条（图2）。来访者分

享说，这是一种被忽视、多余的和被攻击的感觉。

当我看向这两幅画时，我感受到了她的痛苦。

在聚焦取向艺术治疗中，咨询师经常会在倾听

体会、获得一个把手 /象征、创作艺术、分享、回到

内在和体会核对等步骤之间交替进行。因此，等到来

访者分享完她的作品后，我邀请她更多地倾听那个

被忽视、多余的和被攻击的自己：“你能坐在那个被

忽视、多余的和被攻击的自己旁边吗？然后问问她需

要什么？”来访者睁开眼睛说：“被看见、被呵护。”

我把这两个词反射给她：“她需要被看见和被

呵护。”这在两个层面都是非常重要的。来访者的

内在对话被自己和辅导老师一起看见和听见。

我问来访者，连接上她自己的这个部分，画出

它、看见它并被我看见，感觉怎么样。她分享说，

虽然很痛苦，但发现自己这个部分的存在，让她感

觉挺好的。

实际上这里有一个体会的转变，从忧伤和沉重

到被忽视、多余的和被攻击的自己，再到内在的某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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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部分感觉挺好的。

这样的一步是让我们感觉很好的——释放了能

量。一个人所发现的可以是让他感觉好的，也可能

是感觉坏的，但这是急需的一步，发现的一步——

总会带来安慰，就像新鲜的空气一样。这样的作用

不会让痛苦变得更痛苦。我称之为“体会的转变”。

（二）辅导中期（3 次）

在我们每一次的咨询会谈前，我们都会一起简

单回顾一下上一周，包括重要的事、取得的进步、

遇到的困难以及进入聚焦状态的练习。

进入聚焦状态的练习很重要，因为它能促进来

访者对自己的心理咨询方向拥有主动权。来访者在

聚焦中觉察到她的感觉如何，目前什么问题最需要

她的关注后说道：“我一直希望可以按照自己的想

法做点什么，但是一切都在阻碍我，我的父母一定

第一时间跳出来阻止我、否定我，还有做不完的作

业、考不完的试，我需要有自己独立自由的时间！”

我问来访者是否愿意进一步探索这个问题，她

表示愿意。于是我引导她去获得刚刚分享的内容的

体会：“做几个深呼吸，进入你的身体。（暂停一会儿）

让自己去觉知一下刚刚所说的那个问题。问一问，

我的内在对这个问题的整体感觉是怎样的？（暂停

一会儿）看看是否有一个画面很契合于这个内在的

体会。”

过了一会儿，来访者拿起红色的蜡笔，画了一

个大大的气球，然后又在周围画上了很多指向气

球的黑色箭头（图 3）。她给这幅画起名叫愤怒。来

访者分享说，“我感觉所有的愤怒都被我压抑在内

部，我快要爆炸了！”我反射了她有关愤怒的体会。

这里有几个步骤会轮流进行，或者叫曲折前行，分

享、体会、创作、同调于来访者的体验过程，它们

是交织着进行。

这里，来访者分享了她的画作，再和她的体会

进行连接。我邀请来访者继续聚焦，想象着坐在愤

怒的旁边，然后问问它，“它需要什么呢？”来访者

闭上眼睛大概一分钟，当她睁开眼睛以后，她挑选

了一支橙色的蜡笔，在 A4 纸上写上一个词——需

要，然后又写上——可以。

来访者突然停下，看着画纸说，“我需要允许

自己有所需求！”说完，她将许多颜色胡乱地涂抹

在刚刚的画纸上，各种颜色混杂在一起（图 4）。这

幅画反映出来访者强烈的需求感，不想被现在面临

的压力和家长的指责所淹没。

图 3

图 4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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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辅导中期的整个过程当中，来访者都对这个

问题进行工作，即允许自己有需求并获得满足，同

时又能以合理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不被负面情

绪所淹没。在一次辅导中，来访者聚焦并感受到她

的体会所象征的画面，她坐在美丽的风景中，倾听

着自己的内在（图5）。

（三）辅导结束（1 次）

在最后的一次辅导当中，我邀请来访者回顾一

下整个辅导过程，从开始阶段她提出的目标，到后

来的改变和挑战，以及现在的结束。聚焦后，她画出

了自己的体会，是一丛花的形象，底部绿色，花朵是

橙色，花心是黄色，整个花丛向外朝上伸展（图6）。

聚焦取向艺术治疗帮助来访者了解到自己目

前的痛苦与自我伤害，是由自己的内在需求长期被

忽视、不被允许，原生家庭的沟通方式令自己长期

积累的愤怒所引起的。聚焦帮助来访者听到自己内

在真实的声音，而艺术让这些内在的声音变得形象

化和可视化。

来访者的艺术创作很清晰地反映出许多体会

的转变，从早期画作中杂乱的图形和掩盖的形状，

到中期画作中愤怒的宣泄和需求的表达，以及倾听

内在的平和的人像，直至结案时非常清晰、向上伸

展的花丛。就如来访者的画作所呈现的那样，她的

生活也获得了改变，她有了重生的能量感觉。

五、干预效果评估
（一）来访者自我评估

通过辅导，来访者之前的躯体症状基本消失，原

本被抑郁淹没的感觉也基本得到改善，不再会想着

用自我伤害的方式表达情绪，也愿意敞开心扉跟父

母沟通交流了，觉得未来正渐渐朝着更美好的方向

发展。

（二）来访者周围人的评估

来访者比以前开朗了很多，与身边人的互动也

明显增多，感觉她整个人得到了放松和纾解，对学

习的态度也比之前积极太多了。

（三）辅导老师的评估

通过辅导，来访者的抑郁情绪得到明显改善，

社会功能也得到相应改善，人际沟通与表达欲显著

增强，能正常学习与生活。合理表达情绪的能力明

显增强。

六、辅导反思
（一）积极接受督导，提升自我觉察

在辅导的人际互动过程中，心理教师努力保持

中立原则，自我感觉良好，但来访者的状态有时也会

在不自觉中引发心理教师的负面情绪反应，阻碍了

辅导的进展而不自知。因此，接受督导师的督导就显

得尤为重要，这会让心理教师拥有高度的觉察能力，

从另一个更高的水平帮助心理教师探索、发现和成

长，使心理教师能进一步处理好自己的议题。

（二）建立良好的辅导关系仍是重中之重

在这个案例的辅导当中，心理教师再一次认识

到了良好咨访关系的重要性，无论是哪一个心理咨

询流派，也无论运用什么样的咨询技巧和方法，都

是以良好的咨访关系为基础的。如果这个基础不牢

固，拥有再好的心理咨询技能怕也是收效甚微。

（三）中小学应进一步完善心理危机干预体系

站在学校层面，中小学应尽可能建立完善的学

生心理危机干预的三级防护体系，成立学校心理危

机干预领导小组，制定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指南等，

从机构设置和制度上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能更好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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