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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团体沙盘游戏在改善中职生同伴关系的实践应用研究
管惠瑜

（湖州工程技师学院，浙江 湖州 313099）

摘要：正处于生理—心理期的中职生，心理冲突更加明显，而相比较前期比较依赖父母而言，同伴关系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然

而很多中职生在人际交往中存在困惑，甚至是人际交往障碍。团体沙盘游戏是一项非常成熟有效的世界技法，被广泛应用在中小学心理

健康的各个领域。此次研究将沙盘游戏和同伴关系结合在一起，通过实验法、数据分析法等，发现：中职生可以在沙盘中借助沙具摆放

展现自己、了解自己；可以通过交流阶段了解别人、掌握同伴交往的技巧；可以通过整个沙盘游戏过程慢慢地调整自己，带走自己的感受、

留下别人的秘密，从而更接纳自己、接纳别人，对于改善同伴关系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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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职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他们的人际关系普遍存在

被动交往的现象。相比较前期依赖父母而言，同伴关系占据越来

越重要的地位。有关研究表明：良好的同伴关系能促进中职生的

心理健康和学业成绩的提高，有利于儿童、青少年社会价值的获

得、社会能力的培养以及认知和人格的健康发展。反之，不良的

同伴关系，会对学业成绩起到消极的影响，同时，更易激发“反

社会型人格”，做出出格的事，更有甚者，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由此可见，改善同伴关系对于中职生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团体沙盘游戏广泛运用于心理咨询，是一项非常成熟有效的

世界技法。本次研究将沙盘游戏和同伴关系结合在一起，探讨如

何利用沙盘改善中职生同伴关系。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被试

招募自愿参与团体沙盘游戏的 12 名中职生作为被试。先对每

个被试进行《同伴关系量表》以及每一个被试的初始沙盘，了解

每个人现在的同伴关系状态和心理状态，然后随机分成两组（实

验组、对照组），每组 6 人。对实验组进行 5 次团体沙盘和 1 次

个体沙盘的干预，并做好记录。实验后获得 12 名被试的《同伴关

系量表》，通过 spss 分析，得出沙盘游戏于同伴关系的改善情况。

（二）主要研究方法

实验法是指在控制条件下系统地操纵某种变量的变化，来研

究这种变量的变化对其他变量产生的影响的方法。此次课题研究

实验如下：

1. 实验目的

通过对自认为同伴关系不佳的同学进行系统周期性的团体沙

盘游戏干预，探寻团体沙盘游戏在改善中职生同伴关系方面的效

果。

2. 实验假设

经过五次团体沙盘的干预，实验组后测的同伴关系与前测分

数形成显著差异，且后测明显高于前测。

二、研究实施

（一）个体沙盘游戏作品收集

（二）团体沙盘游戏作品收集

三、结合个体沙盘游戏作品分析中职生同伴关系现状

（一）中职生同伴关系现状分析

从个体沙盘作品制作过程和学生自我阐述以及和咨询师通过

个体沙盘游戏投射原理解析来看，来自于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

被试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人际交往困扰，结合被试的个体沙盘作品，

中职生在人际交往的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

第一，在人际交往中缺乏主动性

28% 的被试表示在日常生活中愿意主动和其他同学交往、诉

说烦恼；其他 72% 的被试均表示不愿意主动和其他同学说话，有

很多的顾虑，容易产生自我怀疑。

第二，在人际交往中存在不良心理

被试均表示想要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同学建立起良好的、和

谐的、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发现好难：28% 明

确表示要想收获良好的人际关系是要建立在自己顺从的基础上，

14% 被试表示良好的人际关系是要建立在自我牺牲的基础上。

43% 被试表示在人际交往中容易说错话、做错事，然后导致关系

万劫不复，其中 1 人表示容易被孤立。其余被试表示自己很努力

地和同学交往，但总是事与愿违，不被老师、同学接纳（表现为

不回应、不反馈）。

（二）中职生人际交往存在不良心理的原因分析

第一，与父母的沟通不畅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是孩子人生教育的起跑

线，贯穿孩子的一生。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无形的，人不会活成

自己想要的样子，往往活成自己所熟悉的样子。父母的言传身教

于无形中在孩子的身上显露无疑。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孩子的性格

养成、行为习惯的养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对青春期的同伴关

系产生了影响。不和谐的原生家庭氛围更是孩子与人交往时的一

大障碍，缺乏信任感、敏感多疑、消极观念等都影响着孩子的同

伴关系。

第二，自我评价偏低，自信心不够

中职生多数是中考失利的学生，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他们

遭受着周围老师和家长的质疑，然而青春期的孩子人格还未完全

成熟，周围人对其的看法、评价影响着他们对自我的评价，慢慢

地他们就对自己失去了信心，觉得自己做什么都不行，即“习得

性无助”现象明显，容易产生“自卑心理”。

第三，以自我为中心，习惯于别人的主动联系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中职生的生活水平也在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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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好，从小几乎没受过大的挫折，父母均认为“苦自己也不能苦

孩子”，给予了他们很好的物质条件，认为为他们排除万难就是

对他们最好的爱。从小，父母的“包办”养成了孩子做事缺乏主

动性，习惯于被动接受。

除此之外，因为从小没经历过挫折，在人际交往中也是，家

人都顺其意，多数父母听从育儿专家的建议，崇尚“赞美式教育”，

但只流于形式，造就了孩子高自尊的心理，在孩子高自尊心理的

影响下，容易产生“自傲心理”，从而影响同伴关系。

四、团体沙盘游戏

团体沙盘作品是由 6-7 位被试共同完成，均是无主题沙盘。

在进行团体沙盘前，大家互不认识，减少了大家在团体沙盘游戏

作品叙述时的顾虑，保证游戏的有效性。从第一次到第五次，沙

盘作品整体越来越统一思想，沙具摆放越来越集中。

五、数据分析

实验组的被试历经两个月的团体沙盘及 5 次个体沙盘，再次

进行《同伴关系量表》，获取数据，并进行 spss 分析。数据分析

结果如下：

表 1：人口学因素在前后测差值上的比较

性别 N M±SD t p

差值 男 7 6±2.45 -0.713 0.491

女 6 7.5±4.93

独生子女 N M±SD t p

差值 是 7 7.29±2.36 0.607 0.556

否 6 6±5.02

学历 N M±SD F p

差值 高中 11 6.82±3.63 0.076 0.788

大专 2 6±5.66

初中 0

本科 0

年级 N M±SD F p

差值 一 5 5.20±2.68 2.455 0.136

二 7 8.43±3.69

三 1

四 0

根 据 上 表 的 结 果， 性 别、 是 否 是 独 生 子 女 在 前 后 测 差 值

上的差异不显著。不同学历在前后测差值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F=0.076，p=0.788）， 但 就 均 值 来 看， 高 中 同 伴 关 系 质 量 提

升程度大于大专。不同年级在前后测差值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F=2.455，p=0.136），但就均值来看，二年级同伴关系质量提升

程度大于一年级。

表 2： 沙盘对于改善中职生同伴关系的前后测配对样本 t 检验

M±SD t

前测 - 后测 -6.69±3.71 -6.512***

注：*，p<0.05；** ，p<0.01；***，p<0.001

由 表 2 结 果 可 看 出 前 后 测 存 在 显 著 性 差 异（t=-6.512，

p<0.001），且后测得分显著高于前测。说明此次实验假设成立，

即：沙盘对于中职生同伴关系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在以后的工作、

生活中，可以借鉴并加以使用。

六、应用沙盘改善中职生同伴关系的策略

同伴关系在中职生的生命历程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有中职生因为同伴关系而困扰，更有甚者，因想要逃避不和谐的

同伴关系而出现退学、自我放弃的想法。而良好的同伴关系，却

可以成为救命时的最后一根稻草。为了发挥同伴关系的积极作用，

掌握同伴交往的技巧，改善同伴关系迫在眉睫。

综合以上数据分析得知：沙盘对于中职生同伴关系具有明显

的改善作用。让学生在参与其中的过程中自然习得同伴交往技巧，

改善同伴关系，在以后的中职生心理健康教育和职业生涯规划教

育中，可以大力借鉴并加以使用。应用沙盘改善中职生同伴关系

的策略如下：

（一）建立初步的、信任的咨询师与来访者关系

在团队成员进入沙盘前，先进行个体沙盘游戏，可帮助咨询

师了解来访者相关信息，保证其参加团体沙盘的意愿和无重大心

理疾病。同时，经过个体沙盘，咨访关系产生情感链接，保障团

体沙盘的顺利进行和其在团队中的情感安全、真实地流露。

（二）学会换位思考，增强同理心

团体沙盘中有一环节是让团队成员换到其他位置，重新来看

沙盘作品，不同的角度，会让人产生不同的感受。他们会看到不

一样的东西，产生不一样的情感，可以理解在不同情境下的人的

感受，以此会增强同理心。

（三）通过投射可以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情绪

沙盘主要是建立在投射的原理之上，沙具的选择就是来访者

无意识的透露，来访者的情绪、情感、过往经历也通过沙的世界

进行传递。沙盘接触了来访者的内在感觉通道，其通过沙具的意

象呈现发生在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的事，通过感受沙的世界中的

情绪，来表达现实生活中的情绪，以此达到“此时无声胜有声”

的目的；通过讲述沙的世界中的事，来投射现实生活中的困惑或

经历，以此获得自我的成长；也通过解决沙的世界中的事，来对

现实生活的疑难之处进行答疑解惑，以此进行自我疏通，达到自

我疗愈的目的。

（四）学会沟通、尊重，增强同伴关系

团体沙盘的顺利进行是建立在遵守规则的基础上的，该规则

在进行前，和每次团体沙盘进行前都会进行强调的。但在具体进

行时，还是会有人破坏规则，咨询师对这一行为（言语）进行记录，

并在团队交流时，进行访谈，让其说说自己的感受，也让其他成

员说说自己的感受，以此了解对方在这一过程中的感受，化解当

时的误会（令人不愉快的感受），令团队成员领悟到沟通的力量。

除此之外，注重每一次的团队交流，保障每一个人的话语权，

让团队中的成员感受到尊重和被尊重的力量。团队成员通过沙盘

学会主动沟通，学会尊重他人，学会勇于表达自己的感受，增强

同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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