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512023 年第 5 卷第 02 期 育人方略

结构式家庭治疗模式在不良亲子关系家庭中的运用
韦海霞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江门  529000）

摘要：不良亲子关系问题是目前青春期孩子家庭的常见困扰。从社会工作的角度来看，运用个案工作的方式帮助家庭是最行之有效

的办法。本文中，社工尝试运用结构式家庭治疗模式，认为青春期孩子的问题只是一个症状，真正出现问题的是整个家庭结构，因而必

须调整家庭不良的互动模式，并让家庭成员意识到，只有大家都做改变，重新调整彼此间的互动模式，家庭难题才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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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治疗被称为心理治疗领域的第四势力，因为它打破了传

统心理治疗的个人视角，将家庭环境视角纳入到问题成因的分析

中，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家庭治疗的流派众多，有策略派家庭治疗、

萨提亚家庭治疗、系统式家庭治疗和结构式家庭治疗等。不同模

式流派之间又各具特点，但结构式家庭治疗模式与中国文化的契

合性高，使得它在我国的发展极具生命力，甚至一度成为应用最

广范的流派。基于此，本文将社会工作实务过程中遇到的不良亲

子关系家庭，尝试用结构式家庭治疗模式的思路与方法，取得了

很好的效果，家庭难题化解，亲子关系得到改善。

一、家庭的基本描述

该家庭为 4 口之家，分别为奶奶、爸爸、妈妈和 13 岁上初中

的儿子（小天）。爷爷去世得早，故奶奶自孙子出生后便搬过来

一起同住，承担起照看孙子的责任。现在孩子刚上初中，妈妈发

觉孩子越来越难管教，脾气暴躁，时常在家里大呼小叫，顶撞长辈，

学习成绩也是一塌糊涂。

基于传统个案工作的方法，我们很容易将问题归结为个人因

素，认为是孩子的问题，孩子必须做出改变。对于脾气暴躁等行

为问题，可以借助行为治疗模式进行干预，这就使得社工从业者

很容易陷入到个人情境的思维模式中。家庭治疗是系统的治疗，

如果不对家庭结构的全貌进行把握与分析，很难找准治疗的方向。

结构式家庭治疗的整体思路是：评估出家庭不良的互动模式，从

而进行调整与重塑。让每个家庭成员明白，家庭问题不是某个人

的问题，所有家庭成员都负有责任。

二、结构式家庭治疗第一步：进入家庭建立关系

在这一步骤中，主要目的是和每一位家庭成员建立关系，常

用的技巧是加入的技巧，就是社工有意识并主动性的拉进关系，

让家庭成员知道，社工可以理解并接纳他们，关心他们的困难，

愿意和他们一起解决家庭的难题。

本案例中，社工有效地运用了加入技巧，很快便与家庭的每

一位成员建立了理解的联盟。第一次和家庭成员面谈的时候，社

工发现最先进入治疗室的家庭成员是奶奶，其次是孩子，最后是

爸爸和妈妈，奶奶坐在了最靠近社工的位置。不难看出，奶奶在

家里的权力很大，为了表示对家庭等级权威的尊重，社工最先和

奶奶进行交谈，日常寒暄后，问询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需要

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社工必须要了解每个家庭成员的名字，要

与每个人打招呼，都要与他们进行交谈互动，不能落下任何一位

家庭成员，以免被忽视的家庭成员产生不被尊重的感觉。此外，

在和青少年建立关系的时候，交谈问话时要避免客套和空洞，更

不能一开始便提及他的不良行为和问题，这样会让他们很反感。

可以问一些新意的问题，如：“初中最讨厌的科目是什么？感兴

趣的事情是什么？”等。如果社工有心去博取青少年的好感，则

很容易与其自然和谐的攀谈起来。

在这一阶段与家庭成员的互动中，社工要对家庭成员的积极

方面给予肯定与支持，换句话说，就是要学会格外慷慨的赞美，

比如：面对奶奶，社工可以说：“你看起来完全不像 70 岁的样子，

气色特别好”。面对孩子，可以说：“你表达能力很好，非常有

逻辑性”。如果实在找不到家庭成员的积极方面，也可以直接对

其的服饰和发型加以恭维。第一次面谈，和大多数日常的人际交

往一样，家庭成员也都是喜欢听好话而不是过快的谈及家庭问题。

三、结构式家庭治疗第二步：评估家庭结构

结构式家庭治疗模式的观点认为，家庭成员有问题，往往是

家庭结构出现了异化，家庭不能良好的运行并发挥功能。因此在

评估家庭结构的时候，评估的重点有几个方面：

一是家庭的等级，谁是家庭里等级权力最高的那个人；

二是家庭成员间的界限情况，是模糊的界限还是僵化的界限；

三是子系统的功能状态，夫妻子系统、亲子子系统的功能；

四是可能存在的结盟与联盟的情况；

五是每一对家庭成员的互动关系，是疏离、冲突、还是纠缠

的关系。

在这一步骤中，常用的一个技巧是活现。活现技术是社工通

过积极地创造某种情境，使家庭成员把平时存在家庭里的失功能

的互动模式，在治疗会谈中实际地自然地呈现出来，社工进而通

过观察可以分析判断出家庭结构的一种方式。这个技巧的运用，

不再是利用传统个案咨询问与听的方式了解问题，因为家庭结构

并非总能从家庭成员的描述中推断出来。活现一旦开始，社工便

会惊喜的发现，家庭的日常互动在你的眼前上演，那么对于家庭

结构的判断也将八九不离十了。

本案例中，社工在评估家庭结构时，也有意识的使用了活现

的技巧，分析出了家庭的结构，为后续治疗找准了方向。面谈时，

社工发现 13 岁的孩子时不时拿出手机并玩耍起来，对现场的交流

很回避。于是，社工将活现的范围确定为：如何让孩子放下手机。

于是社工便导演活现的过程，对其他家庭成员说：“为了让小天

能够更好地参与我们的交谈，我们一起想想办法让他放下手机怎

么样？”话一说完，这个家庭便生动了起来。奶奶率先说道：“赶

紧把手机收好。”但小天看了一眼奶奶，并不为所动，奶奶也没

有再接着说话。随即妈妈说道：“平时你在家爱玩手机就算了，

现在还在玩，真是一点也不懂事。”小天一脸的不高兴，辩解道：

“我平常哪里很爱玩，偶尔才玩一下。”妈妈听完小天的辩解，

提高音量再次大声指责小天平时的表现，成绩差等情况，这时小

天也明显更加的生气。这时候，奶奶出来表示到，小天已经很大了，

他有自己的想法，妈妈不应该过多的指责批评教育。在这个过程中，

社工发现爸爸很少参与交谈，既没有支持妈妈，也没有支持奶奶。

通过对这个片段的观察，我们便可以猜想出家庭的结构为：

奶奶是家庭里等级权力最高的那个人，小天是由奶奶一手带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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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溺爱宠爱，基于奶奶的这种袒护与偏爱，无形当中使得小天

成为了家里权力最大的那个人。加上奶奶和妈妈存在教育理念的

差异，婆媳之间是一种冲突的关系，所以每次妈妈在教育小天的

时候，奶奶便加以阻拦，使得妈妈的权威没有在孩子面前树立起来，

加上爸爸与妈妈的关系是疏离的，爸爸没有给到妈妈相应的支持，

同时爸爸在家里也一直是透明人的角色，没有履行起作为一个父

亲的管教职责。所在正是在家庭成员不良的互动中把孩子培养成

了所谓的“小霸王”，脾气暴躁，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基于此，

社工认为治疗的方向如下：加强夫妻之间的关系，能够彼此相互

配合和支持一同管教孩子；奶奶和妈妈之间的冲突关系要做调整；

奶奶和孙子之间的缠结关系要改变，并且要让所有的家庭成员意

识到，孩子的问题与自己有关，必须得做出改变，而不是一味要

求孩子做出改变。

四、结构式家庭治疗第三步：打破旧的平衡

家庭结构具有稳定性，一旦形成很难改变。故社工要想家庭

结构发生有益的改变，必须首先要打破家庭系统中旧有的失调行

为模式的平衡状态。这一过程便是结构式家庭治疗的第三步，打

破旧的系统平衡。思路看似简单，但操作起来相当困难，因为每

个家庭来到社工面前寻求帮助前，往往已经形成了一些家庭自己

固定的不良交往模式来应对他们的压力。社工想要改变这一模式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社工就需要一些强有力的手段来帮助

自己的工作，强度便是这一阶段经常运用到的技巧。强度就是社

工在家庭系统的不同地方制造压力的技术。本案例中，社工就运

用增加情感的强度和重复主题两种方法来增加强度，迫使家庭成

员做出反应。

增加情感的强度，治疗师借用讲话时的语调、音量、节奏以

及选择适当的词汇来提升情感的表达的强度。例如在谈话的关键

部分，社工可以放慢节奏，音量加大，语调提高，让家庭成员明

确意识到内容的重要性。此外，社工如果想要增加所说话的情感

强度，就必须清楚自己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比如本案例中，社工

面对妈妈管教儿子的无助，社工对家庭成员说：“我真的非常好奇，

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浑身是力量的妈妈显得那么的无力？”

当然，增加情感的强度并不仅仅是简单地选择恰当的词句，

社工还要知道何时该挑起争端。案例中，当妈妈和爸爸都认为是

孩子有错的时候，社工问奶奶怎么看，奶奶回答道：“不是小天

的错。”社工回应道：“奶奶说得很对！”并继续追问到：“那

是谁的错呢？”奶奶回答说：“是小天父母的错。”社工便用一

种能引起她注意的方式回答：“你说得不全对！”奶奶感到很震惊，

追问社工是什么意思，社工回答道：“您也有错！”在这一过程，

社工故意的挑起争端，迫使所有家庭成员做出反应与反思，目的

就是推动他们往前迈步。

重复主题是另外一个增加强度的方法，指社工在不同情境中

重复同样的主题。比如，本案例中，社工就反复和爸爸、妈妈以

及奶奶强调，“如果我们大人不做改变，孩子能改变吗？”通过

反复的强调，让奶奶意识到宠溺孙子的做法、爸爸袖手旁边的做法、

妈妈激烈训斥的做法，都无法让小天获得成长与改变，只会强化

与维持小天的不良行为。

增加强度好像是过度挑斗，其实强度的目的并不是去欺负某

些人，而是在他们想放弃前行的时候推动他们继续前进。

五、结构式家庭治疗第四步：重塑家庭结构

一旦家庭系统平衡被打破，家庭治疗就进入了最后的改变阶

段，即家庭结构的重建。这一阶段，治疗师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

家庭成员建立新的健康的互动模式，以取代家庭中功能失效的互

动模式。重建包括调整家庭的权力等级、明晰界限、巩固夫妻子

系统的功能、改变支持某种不良行为的模式等。

设置界限就是这一阶段最常用到的技巧。家庭里个体和子系

统的界限过于模糊、松散或过于僵化，是导致家庭功能失调和家

庭成员有问题的常见原因。不难分析出，小天一家既有松散的界限，

又有僵化的界限。松散的界限意味着缠结的关系，奶奶和小天便

是如此。僵化的界限意味着疏离的关系，夫妻关系，爸爸和小天

关系就是疏离的关系。对此，社工常常会使用重新设置界限的治

疗技术来进行干预，以增加家庭成员之间的距离或者亲密度。

服务干预过程中，奶奶总想替代小天回答问题，社工有意识

的鼓励小天自己说自己的话，眼神加动作示意奶奶不要帮忙，以

此增加两者之间界限的清晰程度，以增强小天的独立性。此外，

对于奶奶对家庭的过多干涉，处于家庭权力等级最高位置的问题，

社工在两次面谈中，特意不让奶奶参与，目的除了强化夫妻子系

统的关系外，还要让奶奶意识到不应过多的干涉小家庭，她应该

放手了。

结构式家庭治疗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还形成了很多非语言干预

的技巧，借用距离、高矮、行为、动作等方式来表达某种意义，

被用来加深或加重对某些重要观念的理解和领悟。用处广泛且灵

活。座位距离常作为情感亲近程度的标志，因此家庭成员的位置

距离，往往反映了家庭成员之间关系亲密度。治疗师可通过重新

安排成员的位置，使家庭产生新的感受和领悟。社工在本案例中，

就调整了一次家庭成员的位置。原本小天和奶奶一起坐在连着的

沙发上，爸爸妈妈分别坐在单独的椅子上，距离较远。社工征得

一家人的同意后，将爸爸妈妈安排在沙发上坐着，小天坐在爸爸

妈妈的中间，三人距离很近，奶奶被安排坐在单独的椅子上，距

离他们较远。座位的调动，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有益的变化，爸爸

妈妈可以近距离的交流互动，小天在父母的中间，意味着父母共

同力量的发挥，小天的行为变得相对乖巧，而奶奶看着一家三口

的互动，以前过多的插话干涉行为也少了。

比高矮也是一种较常用的非言语干预技巧，其操作简便、生

动灵活，特别适用于父母与青春期孩子的冲突过程中。社工让孩

子站起来和自己的父母比比身高，通过这个行为化的过程，小天

父母望着和自己差不多高的小天，嘴角上扬，说道：“原来孩子

已经那么高了。”这就容易让父母反思是时候调整对小天的教养

方式了，不能再一味的严格批评管教了。同时，小天也会产生自

我的成人意识，不能再像幼童般和父母冲突对抗，应该要更加理

智和成熟的方式与父母相处。

六、总结

社工严谨按照结构式家庭治疗的四个步骤，每个步骤都使用

相应的技巧来帮助自己工作，通过和家庭的 8 次面谈服务，使得

家庭朝着有益的方面改变。奶奶不再对小天无条件的溺爱，小天

的爸爸也承担起了管教小天的责任，也会经常支持小天妈妈的做

法，小天妈妈也改变了以往批评严苛的教育方式，奶奶逐渐退出

了本该属于夫妻子系统的位置，小天小霸王的行为得到很大改善。

结构式家庭治疗模式认为，当一个家庭结构良好，必能发挥家庭

的功能，帮助家庭成员获得自我分化的同时又获得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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