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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资料

（一）个人基本信息

H同学， 女，23岁， 陕西人， 学生，170cm左右， 本科院

校硕士在读，汉族，未婚，无宗教信仰。独生子女，父亲就职于

国企，母亲经商。由于父母工作繁忙，来访者从小跟随爷爷奶奶

长大。家庭经济状况良好，来访者常受人际关系困扰，有过几段

感情经历，自述都因为缺乏安全感无疾而终。来访者学业表现

优异。

来访者体型瘦高，长发，衣着整齐简单，性格安静内向、敏

感，思维敏捷，表达精准，态度谦和有礼貌，主动积极。授权同

意咨询材料经匿名处理后用于公开。

（二）主诉

主动来访，初来心理咨询的目的是人际关系遇到困难，为此

时常感到焦虑，不知道如何维持一段亲密关系，在关系中习惯性

地讨好别人，精神内耗严重。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来访者总是觉

得自己不够好，如果对方不开心，就会习惯性反思是不是自己哪

里做错了。另外，来访者强调原生家庭带给自己的负面影响很

大，不知道如何跟父母好好相处。因此，希望通过心理咨询了解

自己，改变自己，提升应对人际关系的能力。

（三）个人成长史

H是家中独生女，父母工作较忙，H从小跟随爷爷奶奶长大，

家人的观念较为保守，常会以成绩好坏评价来访者，从小来访者

就是家人心中的“好孩子”。爷爷奶奶照顾她但无法理解 H内心的

想法。H的爸爸是一个普通工人，平时话较少，控制欲较强，对 H

管理十分严格，并对成绩要求很高，H考不好爸爸就会生气。妈妈

自主创业，照顾 H的时间很少。H说，自己一直很渴望妈妈的爱

和关心，但妈妈似乎一直很忙。妈妈也很严厉，生气了就会把 H

打一顿，那时候总是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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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者6岁左右时，父母关系陷入僵局，双方经常争执，父母

偶尔会各自问来访者，如果他们分开，那她愿意跟谁生活？父亲

曾经不止一次对 H说过：你妈妈不要我们了，她要离开这个家，

抛弃我们。来访者说，自己那时每天都充满了恐惧。

H身边有一个发小，在这样的人际关系中，H也经常习惯性

地妥协和讨好对方，十分内耗，觉得这样迁就别人自己很累。去

年，在为数不多的一次争吵中，双方切断了关系，不再往来了，

来访者因此十分受伤并内疚。

大学期间，来访者有过两段恋情，起初都不错，来访者在关

系中总是十分迁就和照顾对方。每当来访者感到脆弱和辛苦，哭

着向对方倾诉的时候，得到的却是不被理解，感情也因此草草收

场。来访者总结：我不适合谈恋爱，虽然我很想拥有亲密关系。

（四）既往史

无器质性疾病，无精神病史，入学心理测试未见异常，无服

药史，无咨询经历。

（五）精神状态

状态良好，情感反应恰当、符合客观规律，现实检验能力良

好，叙事清晰。

二、个案概念化

（一）心理状态评估

Nancy McWilliams在精神分析案例解析中提到，分析案例的

要素包括：评估来访者的气质、心理发育、防御机制、情感、关

系模式等方面 [2]。

1.性格及心理发育水平： 弗洛伊德在其理论中提出了幼儿

发展的三个时期：口欲期，肛欲期和俄狄浦斯期，来访者的议题

涉及更多的是肛欲期的自主性以及俄狄浦斯期的关系、认同等问

题。另外，也符合玛勒（Mahler）提出的分离个体化阶段，对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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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心充满极为对立的冲突体验等问题。

2.依恋类型：根据约翰鲍比（Bowlby,1969）及玛丽安斯沃

斯（Mary Ainsworth）等人描述了四种不同的依恋类型：安全

型，焦虑型，回避型，混乱型 [2]。在本案例中，来访者更倾向于

焦虑和回避型依恋。来访者表明自己非常向往一段十分亲密的关

系，可在对方真正接近她时却又经常显得疏离和对抗。

3.防御机制评估：来访者常用的防御机制包括：压抑（很少

表达自己的情绪或想法）、回避（遇到冲突分歧，更倾向于逃开，

先照顾别人的感受）、被动攻击（不认同父母的要求时会用报复

性熬夜、绝食等方式表达）、认同（对于生活中有一定权威的人，

全盘接受他们的要求）、理想化（内心对父母始终抱有理想化的

期待）、见诸行动（感受到对咨询师的依恋便开始请假）、升华

（努力地学习，只有成绩好才能被看到，被肯定）。[1]

4.情感的评估：

首先，来访者的情感较为细腻敏感，对外界的感知能力很

强，但对自身情感体验的觉察能力较弱，表现在：很难表达自身

的情绪和感受。另外，来访者能很快与咨询师之间建立信任关

系，对咨询师的移情发展快，防御机制使用也符合其惯常模式。

（二）个案概念化

首先，来访者固着和冲突的领域在于：缺乏安全感，抛弃恐

惧，以及对追求安全感的强烈需求。在来访者内心中，其潜意识

幻想是：如果自己足够好，就能够被爱，能够拥有表达自我的力

量。其愿望是：拥有理想的客体，无条件被爱。而阻碍其发展的

则是内心巨大的被抛弃的恐惧。

其次，来访者倾向于使用较为初级的原始性防御机制，即自

我与外界的边界建立不够清晰 [1]。

来访者的关系模式属于不安全的依恋模式，来访者对亲密关

系有较为理想化的幻想，因此，在关系建立之初会有较多积极的

感受，然而随着时间的发展，理想化期待的落空，来访者往往会

采取回避，逃脱，隔离等方式避免让自己陷入焦虑和过低的自我

评价。因此，其常处于自我贬低的状态。

三、咨询设置

每周一次，每次50分钟，共咨询12次。

四、咨询目标

1.短期目标：疏导来访者的情绪，缓解焦虑感，探索其人际

关系困难产生的原因。

2.长期目标：帮助来访者建立自我觉察和反思的能力，调整

心理状态，培养其心理学头脑。

五、咨询方案

首先，根据 Beck等人（1979），大多数理论家强调，咨访

联盟关系的建立对于心理治疗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Bordin

（1979）鉴别和确认了治疗联盟的三大成分：目标、任务和联

结 [3]。即：双方共享的咨询目标，各自需要履行的责任以及互相

形成的依恋联结。因此，建立稳定咨访关系的重点即如何发展出

来访者与咨询师之间的依恋联结。首先，咨询将聚焦与来访者共

同建立稳定的治疗联盟。运用共情、中立、倾听、自由联想等技

术，发掘来访者内心的冲突。稳固的联盟关系将有助于对来访者

移情的探索，并帮助建立其内心的安全感。而来访者早年感受到

的无助、不安全，被抛弃的感觉也可以借助现实的关系来修通。

其次，来访者内心有大量被压抑的不安感，对客体丧失及分

离的恐惧感，从而导致了焦虑和较低的自我评价。因此，咨询需

要让来访者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尽量的表达其内在的情感体验，

释放内心压抑的能量，从而能真正地发掘自身力量的部分。

另一个重点是发掘来访者的内在潜力和个人品质，努力发现

来访者积极健康的一面，并不断鼓励强化这些方面。

最后，帮助来访者建立更积极的全面的视角，并借助心理教

育强化巩固，观察自我，调整内在模式，使其能够发展出与环境

相协调的应对策略。

六、咨询过程

第一阶段：1-3次：建立关系

主要任务：建立工作联盟，利用自由联想等技术探索移情，

理解并识别来访者的内心冲突，评估心理发育水平。

咨询片段：

H：别人对我好我总是不知道怎么回馈，我很害怕伤害。

咨询师：你说的伤害是指的什么意思呢？对别人，别人对

自己？

H：互相吧，比如我以前有个特别好的朋友，因为后来去了不

同的学校，分开后就特别的难过，还有时候因为自己不会沟通，

也会伤害到别人，比如我特别不耐受尴尬，所以大家不说话的时

候我就会尽力找话题，但有时候又会弄巧成拙，就会责备自己。

咨询师：你那时候会担心什么呢？

H：没话聊的时候，担心对方会不会觉得我无聊。

咨询师：那这些会让你有什么想法？

H：觉得我就是个没意思的人，在关系中就不再主动，不愿意

亲密，也就是自我封闭。

咨询师：你能举个例子吗？

H：舍友脾气不好的时候我会想要逃开，我学姐对我很好，可

我却在烦恼我该如何回馈她？

咨询师：你觉得你需要回馈她？

H：对，是的。

咨询师：那如果不回馈她的好意，在你的想象中会发生什

么呢？

H：她可能会嫌弃我，觉得我没有利用价值，但我心里很清楚

她其实不是那种人，可我就是忍不住地担心。

（哭了，眼睛很红，）

咨询师：我发现你说话的时候，流眼泪了，我想问问你刚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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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感觉吗？

H：不知道，压抑吧，我不知道怎么跟别人说这些，我跟我家

人讲过，但没说几句我怕打扰别人，就不说了，我怕传递负能量

给她，突然想起我以前舍友说我情绪来得慢，去的也慢，可能之

前忽略了自己的感受，我感受不到自己的情绪。

咨询师：了解……那说到我们的咨询，你来之前有什么担心

吗？看起来你也在跟我说一些“不好的事情”？

H：也会害怕……你不想听，不管我了

第二阶段：4-8次：解决内心冲突

主要任务：通过对移情的探索，帮助来访者自我觉察，反

思，处理创伤，发觉其内在潜力和力量品质，心理教育。

咨询片段：

咨询师：你上周请假没来，你对我或者咨询有什么感受吗？

H：我……很想来，但是又怕你对我失望，我跟你说了这么

多负面的东西，我担心……

咨询师：被抛弃？

H：对……

咨询师：你觉得我会怎样抛弃你？

H：结束跟我的咨询吧……结束这段关系

咨询师：在你的心里，当你靠近一个人，想要依赖对方的时

候，你经常会因为担心最后被“伤害”，被抛弃，而主动选择远

离这个人，是吗？

H：是的，我会选择自己处理情绪，基本就是压抑，忍着。

咨询师：那你知道对方的感觉吗？比如我怎么想？

H：啊？我……不知道。

咨询师：我并没有打算随意中止咨询的想法，相反，我很乐

意听听你对咨询，对我的期待或看法。

H：（瞬间开始哭泣）

……

咨询师：刚刚想到了什么？

H：感觉被支持到了，很温暖，也很担心，我突然意识到，我

总是沉浸在自己的担心中，猜想别人会对待我的态度，而如果别

人对我很好，我就会觉得不真实。可事实上，那些糟糕的事不总

是会发生，对吧？

咨询师：是这样啊，所以你可以选择试试，鼓起勇气留下

来，等等看对方对你有什么反应，对吗？

H：我好像理解了。

第三阶段：9-12次：自我总结与反思

主要任务：帮助其巩固咨询效果，心理教育，再次评估，

告别。

咨询片段：

H:我发现我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恨了，但是我还是会质疑爸爸

妈妈是否爱我。

咨询师：你是怎么做到的没有以前那么恨了？

H:一开始小的时候我恨我妈，后来发现这都是我爸一人之

言，我又开始恨我爸，我恨他把我当听话的工具。我开始反思，

我是不是有讨好型人格，我总是在回避冲突，先满足别人的感

受，永远想不到自己，这让我觉得我好像压抑了很久。联想到小

时候，失望很久以后就绝望了……

咨询师：你还记得那个时候的期望是什么吗？

H：就是有个人能出现，然后照顾我的感受。

……

H: 我希望他们有人能理解我，在我生病的时候别骂我，带我

去医院看看，我爸总说我妈不要我了，所以我总感觉不到爱。虽

然现在我还是很渴望他们能无条件的爱我，但我好像也接受了，

他们可能是没有能力，或许是愿意重视。

咨询师：听上去你是有一些悲伤，感觉怎么样？

H：好一些，我现在知道了我为什么总是在责备自己、很压

抑情绪，总是先满足别人的感受，这些年我似乎都忘了自己的感

觉，担心说出自己的感受就会像洪水猛兽一样吓跑身边的人。在

咨询中我发现，我的负面情绪，我的糟糕表现，好像也没那么

可怕。

咨询师：是啊，也许你以前的生活环境，大家对你的要求、

期待都比较高，可现在你所处的环境变了，你也变了，可我看到

了你有应对这些负面情绪的能力。

七、咨询效果的评估

整体观察咨询效果良好。据反馈：来访者的情绪状态有明显

改善，内心压抑感减少，生活中对于人际关系的焦虑感减轻许

多，睡眠情况改善较为明显。

来访者反馈：情绪更稳定了，不再一味地陷入内耗和自责，

从咨询关系中得到了积极的反馈，更有勇气去表达自己了。

咨询师反馈：来访者症状明显减轻，自我觉察有明显提升，

逐渐学会识别自己的情绪，能够捕捉到自己的情感体验、潜意识

愿望及恐惧，自主感有所增强，并且开始对未来抱有信心。

八、总结

在案例中，咨询师运用动力精神分析法，助来访者发掘表达

压抑情绪，识别其内在冲突，通过稳固治疗联盟促其自我反思，

提升人际交往能力 [4-5]。但由于咨询次数有限，仍有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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