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二 你们只爱弟弟

一、割伤自己的小雅

小雅，13 岁，七年级女生，有一个上四年级

的弟弟。小雅从小和爷爷奶奶生活，小学一二年

级在老家上学，乖巧懂事，成绩比较优秀，老人

溺爱孙女。小学四年级时小雅转学到父母身边，

因为转学适应出现问题，她的成绩达不到父母

的期望。小雅父母对她要求严格，教育方式简单

粗暴，时常打骂、责罚小雅。

进入初中，小雅的学习更加吃力，和父母的

冲突增多，常因一点小事发生争执。班主任发现

她的手臂上有几条用小刀割的深浅不一的伤痕。

二、小雅的独白

小雅：爸爸妈妈不喜欢我，他们只喜欢弟

弟，对弟弟特别好。弟弟考砸了，妈妈会鼓励他

没关系，下次努力。而我像他那么大的时候，考

得不好，爸爸妈妈就骂我，还打我。现在他们放

弃我了，随我考得怎样，完全不管我了。我很在

意爸爸妈妈，很想和他们好好说话，可无论我说

什么，他们总说我“说话很冲”，总觉得我不好。

我喜欢音乐，喜欢在手机上玩“全民 K 歌”游戏，

但爸爸嫌烦，骂我太吵了，妈妈觉得我应该把时

间放在学习上。他们总是否定我，在他们眼里，

我没有一处是好的。如果不是舍不得奶奶，我真

想把刀割得深一点。

三、疗愈内心伤痛

第一阶段：建立关系，收集信息。

首次会谈，班主任带小雅来咨询室。她很戒

备，我通过倾听、支持、共情等方式让她感受到

被尊重、被理解与被接纳。

通过深入交谈，我了解了小雅的内心，她觉

得特别难过和无助，很想各方面表现好一点，让

父母满意，得到肯定、表扬、鼓励和爱，但无论她

做什么，在父母眼里都是错的。会谈结束，我们

初步建立了良好的辅导关系。

第二阶段：认知重建，行为干预。

认知行为疗法主张在建立良好关系的基础

上，先改变个体不良的思维方式，带动个体在情

绪与行为层面逐渐发生变化。因此，我对小雅进

行了心理教育，帮助她认知重建。如针对她认为

父母只喜欢弟弟的想法，我用苏格拉底提问法

引导她思考：你为什么觉得爸爸妈妈只喜欢弟

弟不喜欢你？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可以举

一个具体的例子吗？对这个问题，你弟弟怎么

看？如果有个智慧老人，他会看到你的家里实际

上发生什么？爸爸妈妈真的一点都不爱你吗？他

们有没有哪一次对你有一点点好？可以具体说

说吗？现在你还觉得爸爸妈妈只爱弟弟，不爱你

吗？……通过回答这些问题，小雅认识到自己的

想法是片面的，其实父母也是关心她的，只是对

她和弟弟的教育方式有所不同，他们也在努力

转变。

小雅自述和父母发生冲突后特别烦躁，容

易冲动，所以才用小刀划伤自己。我引导她进行

放松训练，深呼吸，依次放松头部、胸部、手臂、

臀部、双腿、双脚等身体部位，通过身体放松达

到心理放松。从第二次辅导开始，每次都做这个

练习，小雅渐渐掌握了深呼吸放松技术。

小雅觉得父母不喜欢自己，所以自信不足。

我不断肯定她，鼓励她说出自己的优点，积极拓

展自身拥有的资源，请平时和小雅关系不错的

同学把她的优点写在爱心型小卡片上。当我在

辅导室里给她看同学写的优点：乖巧文静、关心

体贴别人、很有艺术天赋、做事细心……她的眼

中闪过惊喜，非常珍重地把卡片收了起来。同学

积极正面的评价，让小雅的自信明显增强。

第三阶段：携手家庭，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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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雅的父母并没有意识到家庭教育方式不

当，和孩子之间的交流有障碍。第六次辅导时，

我邀请小雅的父母一起参与。会谈中得知，小雅

的父母其实很爱她，他们知道女儿有心结，但不

知道女儿这么痛苦，尤其是从班主任那里了解

到小雅会用刀割伤自己，他们非常懊悔、自责。

我让小雅和母亲进行角色交换，模拟拿到期中

考试成绩后的一次对话。结束后，小雅的母亲眼

含热泪，她体验到了自己流露出的不耐烦和冷

漠给孩子带来的伤害。小雅的父母一再表示以

后会多走进孩子的内心，对孩子多些肯定和理

解，少些责骂和批评。

我对每个家庭成员的优点进行反馈，给家

庭成员充分的机会来表达和联结，他们都表达

了对当前家庭关系的觉察及期待怎样的变化。

第四阶段：回顾总结，强化收获。

我和小雅共同回顾了辅导过程，评估了取

得的进步，总结了对未来有指导意义的成果。小

雅列出了她认为最重要的学习收获：原来爸爸

妈妈爱弟弟，也爱她，他们为她和弟弟付出了很

多；学会既要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也要为

爸爸、妈妈、弟弟想一想，要找到平衡点，灵活调

整；家里的歌声、笑声多了，她和弟弟的学习成

绩都在慢慢提高。

四、咨询反思

面对那些认知有偏差、情绪易激惹、行为很

冲动的青春期孩子的时候，要看见他们内心的

困扰。对他们做工作时，要将目光投向整个家

庭，帮助家庭成员看到，在建构与维持“症状”时

家庭是如何参与的。通过观察孩子在家庭中的

位置，扰动家庭的原有模式，肯定家庭的资源和

能力，探索新的可能性。事实证明，家庭的改变

会更好地推动孩子的改变。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星澜学校 苏志芳）

案例三 被焦虑窒息的女孩

一、被焦虑窒息的女孩

陶丽（化名），高三女生，原本成绩在班级排

名前五，升入高三后，成绩下滑到班级 20 名。她

的情绪变得焦虑，常常在噩梦中醒来，易激惹，

常对同桌发脾气。高三下学期，陶丽觉得自己被

笼罩在紧张、窒息的学习氛围中，数学课上偷偷

跑到操场角落哭泣，被巡视老师发现。征得她的

同意后，老师带她来到心理辅导室。

二、女孩焦虑为哪般

从自身心理因素分析：陶丽的成就动机过

强，她想考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的法语专业，将

来争取去法国交流学习，找到高收入的工作。但

现实中成绩滑落，她感到理想和现实的距离太

大，心理落差加大，不免产生了畏惧心理，长时

间的疲劳战术使她感到非常焦躁。

从家庭环境因素分析：陶丽父母早年离异，

她跟母亲一起生活。母亲性格强势，脾气急躁，

最近下岗赋闲在家。母亲把陶丽的成绩看得很

重，担心陶丽考不上好大学，将来像她一样下岗

失业，见到陶丽就不停唠叨。陶丽放学回家不仅

没有释放自己的压力，反而增添了很多烦恼，加

剧了她的焦虑情绪。

从学校环境因素分析：高考冲刺阶段，同学

们都在忙于学习，很少有时间好好聊天，关系有

些僵化，加剧了她的孤独和焦虑。

三、舒缓女孩的焦虑

第一次咨询：建立咨询关系，开展心理评

估。我运用摄入性谈话观察了解陶丽的情况，积

极倾听，使其宣泄积压在心中的不良情绪。同

时，我还用自己的高考经历与陶丽进行共情，建

立良好的关系。我与陶丽明确问题产生的原因

及严重程度，并进行简单的放松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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