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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动力学干预中职生厌学倾向的案例报告
吴怡桐，崔博

北京商贸学校，北京  100162

摘      要  ：   本案例围绕一名具有情绪低落、厌学等问题的中职生咨询展开，究其原因为长期得不到父母的关注与重视，导致该中

职生与父母产生一系列冲突，且采取极端方式引起父母关注。本案例采用心理动力学技术缓解该中职生所面临的心理

问题，最终达到人格结构与本我自我超我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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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case focuses on the consultation of a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 with problems such as 

depression and weariness of school. The reason is that he has not received the attention and 

attention of his parents for a long time, which leads to a series of conflicts between the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 and his parents, and adopts extreme methods to attract parents 'attention. This 

case uses psychodynamic technology to alleviate th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faced by the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 and finally achieves the organic unity of personality structure and id self, 

self, supere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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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指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 [1]。然

而，中职生（中等职业院校）在面对学业压力、职业选择和个人发展等方面，常常会遇到一系列心理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

效的干预，不仅会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还可能对其未来的职业发展和个人生活造成长期负面影响，相关调查表明中职生处于心理健康

劣势的群组。

本案例报告探讨心理动力学在中职生心理干预中的应用效果。心理动力学疗法主要聚焦于因患者过往经验带来的对现在的影响，认

为过去的经验塑造了人际的互动状态和移情，这些情绪不断地干扰着患者的健康 [2]。本报告通过分析具体的中职生案例，展示心理动力

学干预心理问题的实际操作过程与效果评估。

一、案例基本情况

小 A是一名职业技术学院在读学生，男，16岁。最近两个月

感觉比较疲惫、压抑、情绪低迷，厌恶上课，有退学倾向。

小 A的父亲有抽烟喝酒的习惯，一般独自喝酒，持续时间

长，频率高，与小 A交流极少，互动和共同经历也少。

母亲与小 A每周都有沟通和陪伴，但是过于关注学习，有时

会忽略小 A本人的想法。

小 A期望通过心理咨询，调整厌学状态，改善悲观情绪。

二、理论依据

本案例以心理动力学理论依据为基础，心理动力学理论依据

强调无意识过程、童年经历和防御机制对个体行为和情感的深

远影响。该理论认为，许多心理困扰源于未被意识到的内在冲

突，这些冲突通常与早期生活经历和童年创伤有关。通过探讨个

体的无意识动机和防御机制，如压抑和投射，心理动力学疗法

揭示和解决潜在的心理冲突，从而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和行为 

改善 [3]。

三、来访者精神状态评估

根据小 A身体健康状况，可以排除器质性病变；根据区分心

理正常与异常的心理学原则，小 A主客观世界统一，人格稳定，

知、情、意协调统一，有主动求助欲望，没有幻觉、妄想等精神

病性症状，可以排除精神病性问题与神经症性问题；情绪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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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会经常哭泣流泪；自我评价低；学习能力下降；愉快感减

少；失眠和噩梦次数频繁；主导症状是难过和自责，情绪反应在

不正常范围内，心理问题未超过三个月 [4]。

四、个案概念化

（一）问题

小 A想退学去工作，家里为此发生了数次激烈争吵，他想同

父母进行沟通解决，但母亲态度比较强势，父亲则根本不听，导

致小 A情况低迷，他向自己的班主任寻求帮助，同时希望通过班

主任实现与父亲的沟通 [5]。

（1）自我

小 A目前在学校没有什么朋友，习惯自己玩耍，在建立亲密

关系方面可能存在一定困难。他对于母亲离开，近年又回来找他

的行为归因为是为了房产，说明他在人际交往中缺乏安全感、信

任感，无法与他人形成较为亲密的关系 [6]。

（2）适应

小 A惯用的防御机制适应性较差，包括：①回避，小 A对

于遇到不想说的问题更多采取“我不记得，我不清楚，我不太想

说”的方式进行回避。②否认，小 A认为自己一直都很开心快

乐，没有感到难受和痛苦。但是在后续咨询过程中，在提到继母

问题时说过心里一直难受，现在提到这个心里也很难受。③压

抑，小 A曾失眠，情绪较差，虽然感觉心里难受，但说不出来。

④分离，小 A在与父亲发生激烈冲突后情绪有些激动，不记得当

时的过程 [7]。

（二）联系

小 A年幼时父母离异，母亲的离开，父母重新组建家庭，长期

得不到父亲的积极反馈加之后母对其粗暴对待，均可能会使其在认

为自己是被家庭忽视的，可能是多余的，使其无法发展出对自身的

价值感和自体感，潜意识中被关注被认可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意

识与潜意识的冲突也可能是导致他难以维持和调节自尊的原因。进

而形成了一种消极回避的防御模式，并一直延续至其青少年期 [8]。

现阶段的厌学情绪，或许是小 A长期在潜意识中希望得到关

注、重视的愿望的体现，也是其对自身缺乏价值感导致的焦虑的

爆发。

家庭教育对中职生发展的影响重大 [9]，家庭功能对中职生的

心理健康具有显著且积极的预测作用 [10]，家庭困境经历也会严重

影响中职生的心理健康，在本案例中，家庭原因可能是导致小 A

厌学的主要根源。

五、咨询进程计划

（一）初步诊断

小 A描述与父母产生观点冲突，及就是否继续上学问题产生

不同看法，小 A更倾向于退学，父母希望其继续上学，因此频频

发生吵架事件，初步诊断为一般心理问题。因了解到其是离异家

庭，所以初步猜测可能是潜意识希望得到父母的关注重视，因此

频频产生冲突。

（二）初步咨询目标

改变或减轻目前的压抑，情绪低落等问题，以及主要面临的

厌学问题。

六、咨询阶段

第一阶段：接案和建立关系

小 A认为父母的观点太绝对，很难听得进去自己的想法。家

庭背景为离异重组家庭，基本详细的了解了离婚的事件原因等等

细节。与所有亲人除了主诉之外的事件没有明显冲突。姐姐结婚

事件让小 A感到开心。提及与父亲的关系和与后妈的关系时出现

阻抗反应。

第二阶段：发展阶段

因小 A仍然生活在其父母环境之中，所以对咨询师发生移情较

轻微，小 A有明显的意愿希望与咨询师进行沟通，并且想要咨询师

与父母尽心沟通。小 A真实的倾诉对象可能是更希望是父母。

因移情反应并不严重，并且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并没有进

行过多干涉。

小 A在理解了过去的行为和经验怎样影响着决定他现在的行

为和经验后，就能选择较为灵活而非刻板的行为方式并做出适当

的选择 [11]。

第三阶段：修通阶段

运用了解释及让小 A表述其期望父亲的样子等方法，让其意

识到其真实冲突是潜意识对父亲的不满，以及希望得到父亲的关

注，才产生的厌学情绪。

过程中出现了多次阻抗，每次提到父亲时都拒绝回答，甚至

恐惧回答对父亲的想法。通过对小 A进行关系建立，咨访关系得

到建立，逐渐解决小 A对父亲的阻抗问题 [12]。

第四阶段：移情的解决阶段

本案例中明显出现了移情，在咨询师提出将要结束的时候，

小 A表达出想要谈谈对其后妈的看法。但进行下一次咨询后发现

仍然是与父母之间的关系问题，本来已经消失的问题突然又出现

了。对其进行了解释得到逐步缓解 [13]。

第五阶段：结束和巩固阶段 

通过对整个咨询过程进行回顾和总结，了解到小 A的变化和

未来可能面临的问题。通过咨询对小 A的进步给予正性反馈与强

化，鼓励小 A肯定自己的能力，认可自己，进而正面评价自己。

使小 A有一个坚定信心来面对今后的学习生活 [14]。 

第六阶段：成效评估

本案例中更多的是对其行为进行了评估，发现随着咨询的进

行，小 A的厌学情绪有明显地改善，从听课次数的增加，以及笔

记的完成等等都有明显的区别。

七、咨询效果

小 A互动积极，参与度高，总计六次就基本解决小 A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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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但对于家长仍然有部分意见。已经恢复正常上课，课程任

务也基本可以完成。线上课程可以跟上老师讲解内容，总体情况

得到明显改善。因此，心理咨询基本达成目标。

八、案例总结

在本案例中影响小 A情绪反应和心理状态的主要有几种因

素相结合，首先其家庭教养方式主要以父亲和后母的粗暴对待为

主，家庭教育方式会引起中职生的焦虑状态，以及影响其主观幸

福感。而小 A与母亲的依恋关系不稳定，依恋类型不同会影响中

职生的欺凌行为 [15]，家庭关怀度也会影响中职生的人际信任。进而

会对其同伴依恋产生影响，增加孤独感，影响中职生的社会适应

功能，从而产生厌学的心理情绪。因此在本案例中，咨询师通过

让其意识到所处的亲子关系状态，亲子关系会影响中职生的心理

健康。也是本案例中比较侧重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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