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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报告·

大一新生一般心理问题心理咨询一例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361005） 高婷婷

咨询员运用现实疗法、合理情绪疗法等方法，针对 1 例大

一新生专业选择和情感问题进行咨询。通过咨询，来访者的

心理困扰得到了基本的解决，学会了自我探索，挖掘内在资

源，实现了自我成长，完善了人格，基本上达到了咨询的效

果。经过这次咨询，表明运用现实疗法和合理情绪疗法对该

生的一般心理问题进行咨询是有效的。
1 一 般 资 料

1.1 来访者：女，19 岁，汉族，独生子，某重点大学本科大一新

生。父母感情良好，家庭基本和睦，无重大躯体疾病史，无家

族精神疾病史。
1.2 个人成长史：出生于某城市，家庭条件较好，环境宽松。
兴趣广泛，学过多种特长，但都浅尝辄止。学习成绩一直不

错。初中开始住校，与舍友关系良好。高中生活也很充实，但

因感情问题的影响，高考发挥的不是很理想，大学所学的专

业为调剂专业。
1.3 身体及精神状态：气滞血瘀体质，情绪易波动。精神不

振，略显疲惫，情绪低落，行动缓慢，忧郁寡欢，睡眠质量下

降。
1.4 社会工作与社会交往：专业选择问题和情感问题带来的

负面情绪对来访者人际交往和学习状态都有一定的影响。交

际面狭窄，学习效率低，生活基本维持正常。
1.5 心理测验结果：在了解来访者基本情况后，在征得其同

意的情况下，进行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艾森克人格问卷

（EPQ）测试。
SCL-90 测验结果：抑郁 2.8，躯体化 2.6，人际 2.2，焦虑

2.1。EPQ 测验结果：内外向 35，神经质 60，精神质 45，掩饰性

35，内向不稳定型人格特征。
2 主诉和个人陈述

2.1 主诉：进入大学以来，情绪起伏较大，学习状态不佳，情

感问题处理不好，有时心烦意乱。对专业、学校也有不满情

绪。
2.2 个人陈述：开学 1 个月，自己的状态一直没有调整过来，

看到其他同学都开心地参加学校活动，而自己全然没有这种

感觉，心里总觉得堵得慌，有时甚至透不过气来，总是无端产

生忧伤的感觉，觉得自己很糟。走在校园中有种无所适从的

感觉。回想自己的高中同学，成绩和自己差不多的都读了自

己喜欢的学校和专业，而自己选择的学校来了以后却发现没

有想象中的好，所学的专业也是被调剂的。现在纠结于能否

转专业，或是否要选择作为交换生出国留学。转专业可能希

望不大，出国留学又觉得自己很难适应国外陌生的环境。觉

得自己人生很不顺利，处处不如别人，感叹命运不公。感情方

面的困扰让自己的情绪总是处在崩溃的边缘，高中时自己喜

欢的男生，去了别的城市。那个男生喜欢的女孩曾经是自己

的好朋友，相比之下自己觉得处处不如那个女孩，但自己很喜

欢这个男生，不甘心就这样放弃，但又觉得不应该去打扰别人

的生活，所以虽然很想知道他现在过得好不好，但又不好经常

联系，认为爱一个人就应该远远地祝他幸福。暑假里认识了另

外一个男生，这个男生对自己不错，虽然自己不是很喜欢，但

又觉得不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和谁在一起都无所谓了，

就答应了这个男生的追求。家里人知道后不支持他们在一起，

后来相处过程中觉得自己越来越不喜欢这个人，最近一段时

间已经处于分手的僵持状态中，感觉对感情很失望，情绪受到

很大的影响。现在觉得对待所有事情都很悲观，提不起学习兴

趣，社团活动也不愿意参加，社交方面除了和舍友关系比较

近，几乎没有其他朋友。觉得自己没有优点，情绪消极悲观。
3 咨询师的观察

来访者衣着整齐，身材消瘦，面容姣好，皮肤苍白。谈话过

程中慵懒地靠在椅背上，讲话速度慢，声音轻柔无力，体态手

势不多，静静地诉说中带有忧伤的表情，情绪低落。知情意协

调一致，思维能力、表达能力正常。
4 评估与诊断

4.1 心理状态评估

来访者表现出新生适应不良的倾向，由学业和情感问题

引发的焦虑和抑郁情绪。情绪不稳定，易发脾气，悲观失望。来
访者对自己的症状有自知力，主动寻求咨询师的帮助以摆脱

不良情绪的困扰。来访者是在客观“事件”刺激下而导致主观

上的情绪低落，心理活动协调一致，情绪变化是主导症状。人

格特征相对稳定，内向，自我评价低。没有对社会功能造成严

重影响，生理功能也基本正常。按照正常与异常心理“三原则”
判断，属于正常心理变化。
4.2 诊断及诊断依据

诊断：一般心理问题。
诊断依据：来访者的问题是现实事件引起的内心冲突，专

业认同问题，情感问题引发的情绪困扰，但情绪反应不是很强

烈；不良情绪反应仍在相当程度的理智控制下，问题内容基本

局限在情绪和认知方面，思维合乎逻辑，生活基本正常，学习

效率下降，未对社会功能造成严重的影响；病程较短，不足 2
个月；内容尚未泛化；心理测验结果支持诊断结果。
4.3 鉴别诊断

4.3.1 与精神病相鉴别：根据病与非病的三原则，来访者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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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统一，有自知力，主动求助，个性相对稳定，无逻辑思维混

乱，无感知觉异常，无幻觉、妄想等精神病症状，因此可排除

精神病。
4.3.2 与严重心理问题相鉴别：由于来访者的问题由现实因

素诱发，持续时间较短，不良情绪反应仍在相当程度的理智

控制下，问题内容基本局限在情绪和认知方面，情绪反应尚

未泛化，未严重破坏社会功能，因此可排除严重心理问题。
4.3.3 与神经症相鉴别：来访者虽存在焦虑、抑郁情绪，但皆

因现实刺激引起，冲突持续时间较短，且程度不严重，没有泛

化和回避，未严重影响社会功能和逻辑思维，内心冲突属于

现实性和道德性的正常范畴，因此可以排除神经症。
5 病 因 分 析

5.1 生物学原因：气滞血瘀体质，急躁易怒。
5.2 社会原因：地理环境变化，对气候和饮食的不适应；负性

生活事件影响：专业不理想，情感问题造成一定困扰；尚未适

应社会支持系统的改变，远离家庭和老同学，新环境中的交

际面很窄。
5.3 心理原因：性格内向不稳定，认知偏差，存在不合理信

念；情绪不稳定。
6 咨 询 目 标

根据上述评估与诊断，依据具体、可行、积极、双方可接

受、属于心理学性质、可评估、多层次统一这 7 个基本要素，

与来访者协商，共同确定如下咨询目标：

6.1 具体目标与近期目标：熟悉相关专业的基本情况。对所

要选择的专业制定一份赞成和反对清单，明确替代方案。收

集相关信息，对所选专业作深入的调查，做出选择。宣泄情

绪，引导其面对现实，接纳自我。改善抑郁、焦虑情绪。调整其

认知，合理思考。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学会处理感情问题，

使其心理测验结果恢复正常水平。调动和整合来访者自身的

资源，减轻和消除其目前存在的各种症状。
6.2 长期目标与最终目标：提高专业选择与价值观、兴趣、技
能和职业选择相联系的意识。选择一个既适合个人又适合职

业发展需要的专业。理解亲密关系的内容，正确认识和处理

亲密关系。帮助来访者获得内在的控制感，提高自我控制水

平，以负责任的行为来满足自我需求。树立自信，促进来访者

的心理健康和发展，完善人格。
7 咨 询 方 案

7.1 主要方法与原理

7.1.1 现实疗法：现实疗法是由美国精神病学家威廉·格拉

斯所开创的一个心理咨询和治疗流派。该疗法的重点在于强

调个人应负起责任，更有效地控制生活。它依赖人的理智和

逻辑能力，以问题为中心，以现实合理的途径求得问题的解

决。它强调现在和将来，而不纠缠于过去，重视“怎么办”，而

不是“为什么”。它也重视咨询师和来访者之间的关系，重点

是让来访者感到咨询者信任他（她）有能力做出负责任的行

为，感到咨询师对他（她）的接纳和尊重，从而体验到自我价

值感，允许咨询师更积极主动，更多一些指导。
7.1.2 合理情绪疗法：合理情绪疗法是美国临床心理学家艾

尔伯特·艾里斯在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的心理治疗方法。这

种理论及治疗方法强调认知、情绪、行为三者有明显的交互

作用及因果关系，特别强调认知在其中的作用。改变造成来

访者情绪困扰的不合理观念，并建立起合理的、正确的理性

观念，从而帮助来访者克服自身的情绪问题，以合理的人生

观来创造生活，并以此来维护心理健康，促进人格的全面发

展。该疗法的理论核心为 ABC 理论。受教育程度较高，领悟能

力较强的人，比较适合运用合理情绪疗法进行自我心理调

节。
7.2 双方的责任与义务

遵照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程中的相关说明，明确双方的

权利与义务，达成合约，并签字。
7.3 咨询时间

每周 1 次，每次 50 min。
8 咨 询 过 程

将咨询过程分为诊断评估与咨询关系建立、咨询、结束与

巩固 3 个阶段。
8.1 评估阶段：第 1 次面谈

任务：了解基本情况，建立咨询关系，收集相关信息，进行

心理诊断，对来访者的问题形成初步印象，确定主要问题。调

动来访者的求助积极性，明确双方责任和义务，商定咨询目

标和方案。
方法：摄入性会谈，运用倾听、共情、开放式提问、积极关

注等技术和心理测验。
过程：填写咨询登记表，询问基本情况，介绍咨询中的有

关事项与规则。做心理测验。摄入性会谈，收集临床资料，探

求来访者的心理困扰及改变意愿。将测验结果反馈给来访

者，测验结果基本符合来访者目前的情绪与行为，做出初步

诊断。共同商定咨询目标，布置家庭作业。
8.2 咨询阶段：第 2、3 次面谈

8.2.1 第 2 次面谈：任务：加深咨询关系，帮助来访者分析和

解决问题，引导来访者叙述自己的烦恼，鼓励其宣泄和表达，

获取来访者的信任和理解。引导来访者承担责任，接受现实，

选择合理、有效的方式解决问题。
方法：运用现实疗法。
过程：就其上次家庭作业进行会谈，进一步讨论之后认

为：自己的兴趣还是偏向于本专业，自己化学比较好，数学不

好，比较适合学习现在的专业；性格上自己偏内向，比较适合

现在的学习环境。就业前景方面，家人支持选择另外一个专

业，因为另一个专业毕业后就业比较容易，但自己更想留校

考研。通过和家人沟通，家人也不反对自己继续学现在的专

业，让她自己决定，但是现在还是有些担忧自己的未来，研究

生读完后的就业形势等问题。来访者作业完成得很认真，讨

论中可以看出她对自己很负责，用心去收集资料和思考。针

对现存问题，咨询师建议她与本专业研究生师兄师姐和导师

取得联系，进一步了解本专业全貌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来访

者表示有一定的困难，自己认识的人不多，和陌生人交往的

能力不强，咨询师建议她先用邮件和他人取得联系，获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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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信息，来访者表示可以做到。咨询师对其所作的努力表示

鼓励和赞赏，希望她积极探索，从现实层面把握自己，满足自

己的内在需要，相信自己的力量，主动做出选择。在进一步建

立了信任、尊重的咨访关系后，咨询师鼓励来访者对自己的

情感体验做出自由表达和宣泄。赞赏来访者决定先处理学业

问题再处理感情问题的行为，强化其积极意义，调动其内在

的主动性。
8.2.2 第 3 次面谈：任务：分析目前关系的问题和类型。改变

在爱与被爱方面存在的不合理的想法和信念。帮助来访者发

展认知和行为上的反应，减少目前关系带来的消极期望和不

自信。理解健康亲密关系的内容。维持合适的个人空间。继

续朝学业和职业的目标迈进。
方法：运用合理情绪疗法、阅读疗法。
过程：运用开放式、封闭式问题进一步搜集资料。允许并

认可来访者的情感宣泄，帮助她走出感情的低谷。了解来访

者处理亲密关系上的困难或影响这种关系继续发展的事件。
共同探究影响情绪的不合理信念，解说合理情绪的 ABC 理

论，帮助来访者认识自己的非理性信念在心理问题中的核心

作用，使来访者领悟到自己的问题及其与自身的不合理信念

之间的关系。运用产婆术与其不合理信念辩论，最终动摇并

改变这些不合理信念。建议来访者对待恋爱问题一定要慎

重，即使是分手也要让对方感觉到你的真诚和尊重。针对来

访者在电话里情绪失控的现象，共同探讨管理情绪的方法。
布置家庭作业阅读有关亲密关系和沟通方法方面的书籍等，

思考并列出对于未来伴侣的要求。
8.3 巩固阶段：第 4 次面谈

任务：巩固咨询效果，总结咨询中的感受与收获，并引导

来访者把所学到的合理观念应用到以后的生活中去。明确未

来的成长方向。评估咨询效果，结束咨询。
方法：会谈法，心理测验

过程：作业反馈，了解这一周的情况，回顾整个咨询过程，

共同总结。引导来访者调整自我认知，学会悦纳自我，树立自

信心。来访者能明确自己对未来恋爱对象的要求，降低了恋爱

的盲目性，学会理性地对待情感，学会了一些简单调节情绪的

方法，且能运用到现实生活中。来访者表示有关人际交往和情

绪调节的书对自己帮助很大，以后会多阅读相关的书，约定如

果以后有需要会再来咨询。咨询师肯定来访者自身的资源和

潜力，给予来访者鼓励与祝福。施测 SCL-90，并与咨询前对

照。咨访关系结束。
9 咨询效果评估

9.1 来访者的自我评估：情绪稳定，内心困扰减轻，学习效率

提高，睡眠质量提高。感受到自我的力量，提高了处理问题的

能力，学会了控制情绪和人际沟通的技巧。和舍友的关系更融

洽。人生态度更积极乐观。
9.2 咨询师的评估：来访者在咨询后期讲话时声音变得更平

静自信，精神状态更愉悦，对待问题的态度变得更主动积极。
能正确认识自我，接纳自我，对未来充满希望。看到了她轻松

的微笑，性格变得开朗起来。咨询目标基本实现。
9.3 心理测验评估：心理测验 SCL-90 的分数恢复正常，病症

基本得到缓解。
（收稿日期：2011-03-28）

作者简介：高婷婷，女，1986 年 5 月生，在读硕士，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361005

入学适应不良心理辅导一例

浙江省瑞安市第四中学（325200） 顾 寰

本案例主要运用了存在—人本主义理论中以人为中心的

治疗方法。通过共情、澄清、对质等技术，使来访者在逐渐深

入的交谈、反思中改变其过去形成的不合理认知，使其以相

对、动态、发展的观点正确看待自我和周围环境的变化，重新

进行自我定位，从而摆脱入学适应性不良所造成的影响。
1 一 般 资 料

来访者男，17 岁，高一学生。身高 1.76 m，体态偏胖，发育

正常，无重大躯体疾病史。瑞安市塘下镇人，家庭条件优越，

母亲在外贸公司供职，父亲在当地经营汽摩修配厂。据称父

母双方对其学业都相当关注，同时在许多方面也会对儿子表

示相当的理解。
来访者为家中独子，自幼随父母一起生活，家长对其生活

十分照顾。来访者小学时任班长，成绩好，是老师、同学公认

的聪明学生；初中就读于本市一所私立初中，任副班长，中考

虽只考上了省二级重点高中，但对于该校的学生的总体水平

而言，这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成绩。其同学对其表示羡慕，而家

长及老师更是对其表现表示满意。来访者自认为是一名各方

面都优秀的学生，并确信自己在高中的新环境中依然能出类

拔萃，并能在高考中取得优异的成绩。高中入学后学习用功，

摸底考试水平发挥良好。在第 1 次月考后，成绩排名降至班内

三十几名。第 1 次月考失利后，发奋努力、刻苦学习，希望第 2
次月考获得好成绩，却没想到第 2 次月考成绩排名比第 1 次

更有退步。自觉出现这种情况难以理解，内心感到非常失落。
2 来访者主述

来访者主诉：虽然知道中考的成绩算不上很好，没能考上

省一级重点高中。但至少在其同学里面成绩还是比较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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