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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系统理论及案例分析 
李  聪  朱香玲 

（郑州澍青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50000） 

摘要：本文以鲍温的家庭系统理论为指导，在深入理解和把握其核心概念和相关内容的基础上对典型案例进行分析，运用专业
的治疗方法探索合理有效的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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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罗阿说，“没有了家庭，在广大的宇宙间，人会冷的发抖。”

家庭是心灵的港湾，家庭对于每一个人的成长和形塑也至关重要。

社会学界历来重视关于家庭的研究，而鲍温的家庭系统理论完美融

合了心理动力理论与系统理论，描述了作为多代关系网络的家庭对

个体和亲情的相互影响及塑造，为家庭社会工作实务提供了颇具建

设性的理念。 

一、鲍温家庭系统理论核心概念 

“自我分化”是鲍温理论的核心，它既是个人内部也是人际间

的概念。大约类似于本我的力量，其区别之处在于思考和反应的能

力，而非对内在和外在的情感压力的自动应答。不能自我分化的人

更倾向于情绪化，他们的生活被周围人的反应所驱使；自我分化的

人能够更好的平衡思想和感觉，他们有强烈情感和自发反应的能

力，但是也拥有拒绝情感冲动的自我控制能力。“家庭投射过程”

是另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分化不佳的父母，自身未成熟，因而

会选择他们的孩子作为关注的客体，父母的未分化水平越高，对投

射过程的依赖程度越高，孩子受到情绪上的损害就越严重。未分化

的家庭自我组块中，成员的自我感不能发展，因为存在融合或情绪

上的“粘连”。 

鲍温认为要了解个人问题的原因，必须把家庭的角色视为一个

情绪单位，一个连锁关系网络。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实现两种力

量之间的平衡：既与所爱的人保持亲密，同时作为个体又充分地分

化自己，不至过分卷入他人而失去自我。 

通过对鲍温理论的学习与把握，笔者对于自身和他人生活都有

了深刻反思，以下将借用一典型案例展开阐述。 

二、典型案例及相关对策分析 

（一）案例 1 

1.案例简述 

小李，女，24 岁，研究生在读。一路求学，没有过多的工作或

社会生活经验，大小事务都由父母安排，尤其是父亲，几乎事无巨

细地规划了小李的生活和工作目标。小李习惯于接受父母的细心照

顾和安排，从未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是外人眼中标准的“好学生”

和“乖乖女”。然而近日面临毕业季，小李和父亲发生了人生以来

的第一次正面冲突：父亲希望小李找一份正式的有编制的工作，最

好是公务员，而小李却有自己的打算不愿意从事公务员，在父亲一

再地发送和提醒其注意国考、省考和事业单位等招考信息所带来的

压力和焦虑之下，小李情绪爆发，提出希望父亲不要再干涉自己的

工作意愿。这样的举动使父亲和母亲都非常伤心，认为孩子大了翅

膀硬了不听自己话了。小李为此十分苦恼，她并非不感恩父母的付

出，只是想要自己作决定，但同时又不希望父母因为自己的决定不

符合他们的期望而伤心，她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进入了叛逆期，成

了可怕的“坏孩子”。 

2.案例分析 

鲍温的家庭系统理论不仅提供了理论指导，更发展了具体的治

疗方法，因而本案例分析将从这两个方面入手进行全面探索。 

通过对以上案例的了解可以发现，小李及其父母之间矛盾的核

心在于双方均自我分化不足，因而适用于家庭系统理论进行分析。 

首先，小李自身存在以下自我分化不足问题：第一，24 岁的年

纪已经成年，却不能独立处理自身相关的生活事务，过分依赖于父

母的照顾，一方面使自己丧失了自立能力，另一方面加固了父母不

放心自己独自成长的心态，使得小李与父母之间感受亲情、表达亲

情的方式出现了扭曲。第二，小李一味接受、顺从的状态与突然发

生的拒绝与对抗，难免会对父母造成冲击。第三，小李过分在意父

母的评价，以父母的情绪反应作为指导自己行为的重要标准，是明

显的情绪化行动方式，缺乏理性思考与判断。其次，小李的父母存

在下列自我分化不足问题:第一，二人过分关注女儿的学习及生活，

大包大揽，未能意识到女儿独立人格形成的重要性，助长了女儿的

不愿独立的惰性。第二，父母分化不足，对女儿的投射依赖过高，

忽视了女儿的主体意愿，独断地决定了女儿的人生，造成了对女儿

情绪上的伤害。 

结合上述理论可以判断，小李的家庭属于未分化的家庭自我组

块，因为彼此情绪上的“粘连”，成员的自我感不能发展。 

3.对策建议 

鲍温的家庭系统理论进行治疗时强调，只有当家庭成员想改变

时问题行为才会改变。针对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小李已经出现自我

分化的趋向，因而可以作为突破的关键。此外，冲突的发生主要在

于小李未能合理表达自我分化需求，因而对小李及其父母有以下建

议： 

就小李的建议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小李应该合理评价自己

与父母之间的冲突，看清问题的本质，认识到自己自我分化的需求

与愿望，以自我分化、独立发展为目标，从现在起开始培养自己的

独立能力。其次，小李应该以更加温和、适当的方式，帮助父母认

识到自己成长的需要，自我分化的需要，被理解被尊重的需要，与

父母形成良好的沟通，而不能激烈的方式应对。最后，小李应该清

醒理智的接收父母的评价和情绪，以客观的、理性的标准进行决策，

而不完全以父母的喜好决定和直接影响个人选择。 

就小李父母的建议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正视女儿独立成长

的重要性，学会放手让孩子锻炼，在孩子遇到困难时给予关怀与指

导但不要过于强势。其次，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改变对女儿自

主决定的错误归因，并积极地寻求改变，与女儿一同成长。最后，

和女儿沟通交流彼此的想法，互相了解，互相理解，共同寻找正确

的表达爱的方式，促进家庭和谐。 

（二）案例 2 

1.案例简述 

小王，男，22 岁，就读于某所大学。原本小王家庭是独生子女

家庭，家中只有他一个子女。但在小王 17 岁时，父母决定要二胎，

而且父母的这个决定并没有与小王进行沟通，小王对于此事一直是

耿耿于怀。对于这点，小王父母并未察觉，而且在家庭生活中，小

王的父母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小儿子身上，疏于对小王的关

心，使得小王心理上产生了巨大落差，久而久之，小王与父母之间

的隔阂越来越深，并时不时的爆发争吵，加深了小王与父母之间的

矛盾。矛盾的爆发点在于小王大学就读期间的一件小事，当时的小

王想要养一只宠物，向父母索要买宠物的相关费用时遭到了父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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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词拒绝，双方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小王偏激的认为，父母不给他

这笔钱是因为父母偏向他的弟弟，对他漠不关心；而父母也片面的

认为，小王在外面不学好，只学会了花钱方面的大手大脚，是不体

谅父母与家庭的自私行为。 

2.案例分析 

案例中的小王与父母的矛盾也同样在于双方的分化不足，同样

通过家庭系统理论进行分析。 

小王与父母之间的矛盾，究其根本，是早年间父母决定要二胎

时并未征询过小王的意见，而小王也未能及时的表明自身的诉求。

小王父母要二胎时，主观上希望小王作为孩子的哥哥，能够像他们

一样关心爱护这个弟弟，而小王却认为父母是因为不喜欢他才决定

要的二胎。双方对于彼此错误的情感判断是矛盾爆发的直接原因。

而从根本出发，矛盾的爆发首先是由于父母分化不足，将自身主观

情感强加到小王身上，致使小王心中出现不满情绪，以致造成之后

的一系列矛盾。而小王也存在着一定问题，思想上对于父母的依赖

使得小王没有独立处置事物的主观意愿，案例中买宠物这件事中就

可看出：作为 22 岁的成年人，虽仍在学校求学，但已经具备了一

定的工作能力，对于买宠物方面的支出，小王完全可以通过兼职等

方式自行筹备费用，而小王第一时间想到的却是向父母索要。面对

这种偏感性的非必要支出，父母合理的拒绝却被小王看做是父母不

关心自己的表现。小王自身也存在着分化不足的问题。 

3.对策建议 

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表面上小王家庭矛盾是由“买宠物”事件

引起，然而其根本原因在于小王的父母未征询小王意见就要了二

胎，由此引发的小王内心不满情绪持续积累后的宣泄。小王的行为

深层意义上代表了其自我分化的开始，而解决这一矛盾则需要帮助

小王及父母之间成功进行自我分化的过程，因而对小王及其父母有

以下建议： 

就小王的建议主要有：小王要以正确的角度看待父母对他的感

情，减少自己的主观臆断，积极的向父母表达自身的真实诉求。而

且，这一过程中，小王要选择一个恰当的方式，帮助父母认识到自

己情感层面及自我分化方面的需要。小王更应该摒弃自身一直具有

的错误观念，那就是父母对自己漠不关心，这种错误观念正是小王

与父母矛盾爆发的导火索。 

就小李父母的建议主要有：充分尊重小王的心理诉求，不应过

分地主观臆断，把自身情感强加在小王身上。并且，充分认识到自

身存在的问题，可以看到，针对“买宠物”这件事而言，小王的父

母行事上有一定的“大家长”作风，这点在最开始的要二胎事件中

体现的也极其明显，小王父母要改正这种落后的家庭观念，与小王

建立起一个和谐的、平等的亲子关系。另外，对于小王这种较为敏

感的心理特征，父母应更为积极主动的展开与小王的平等交流，使

整个家庭其乐融融。 

三、案例分析方法 

总体来看，小李与小王及二人的父母的共同自我分化仍然任重

而道远，如何避免双方在此过程中出现惯性、惰性而影响改变进程

依然值得关注。因而考虑可以借助专业的治疗方法进行介入，帮助

其度过缓冲期，再由家庭自己成长。根据鲍温的家庭系统理论，专

业的治疗方法主要指的是评估会谈。 

评估会谈的主要内容包括：通过对当前问题的历史性回顾来评

估情绪功能模式和核心家庭的情绪过程的强度。什么形成和维持了

当前的问题，为什么现在来寻求帮助，期望从过去的经验中获得什

么等等。寻找应激源，各自的分化程度，如何处理焦虑，情绪阻断

是否正在发生。其治疗目标在于帮助家庭成员降低焦虑，减轻症状；

提高每个参与者的分化水平以提高个体适应性。最重要的一个技巧

就是——寻找我的位置，即平静而清晰地阐述个人的意见，而不是

责备（你从来不）或道德说教（你应该）；说出自己的感觉，而不

是他人做的如何。通过这样的方法使家庭成员逐渐学会表达自己的

信念并具体实施，而不是攻击他人或被别人的反应操纵。 

反映在这两则案例中，具体可以操作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运用专业方法、量表等准确测量、评估小李与小王及其父母的分化

程度、焦虑程度，判断情绪阻断是否正在发生，进而根据他们的实

际情况选择对应程度的训练方式。第二，追溯小李与小王与父母之

间矛盾爆发的历史原因，其中，小李家庭矛盾的爆发主要源于小李

父母自身文化水平有限，对于小李提出不符合小李自身实际的要

求，使得小李最终与父母发生激烈冲突；小王家庭矛盾的爆发则主

要是小王父母要二胎事件的蝴蝶效应。而又通过回溯小李及小王父

母的成长经历，寻找二人父母成长过程中的直接影响因素，评估其

代际传递的可能性。第三，帮助二人及其父母以客观的角度回顾整

个相处过程，进而发现是什么形成和维持了当前的问题，冲突发生

的根本原因在于什么？帮助其树立改变意识。在此过程中应充分运

用专业技巧，帮助双方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促进双方良

性沟通。第四，在家庭成员探索出问题原因的基础上，由治疗师与

家庭成员共同制定操作化的指标，致力于提高每个家庭成员的分化

水平以提高个体适应性。最后肯定家庭成员的改变与提高，鼓励家

庭成员继续努力，直至完全达成治疗目标。 

四、由案例得到家庭系统治疗理论具体操作的原则与方式 
在两则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家庭内部矛盾爆发的根本原因就

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不畅，家庭成员自我分化不佳。通过对两则

案例的分析，在对问题家庭通过家庭系统理论进行治疗时，在方式

上首先要帮助各家庭成员之间建立起一个良好有效的沟通方式，父

母与自己子女之间如果能够做到有效的沟通，对于整体的治疗来讲

具有十分强大的助力作用。而对于父母或是子女本身的错误观念，

则需要治疗者更紧密的跟进予以纠正，当父母与子女双方都能够以

一个正确的思想观念展开沟通时，家庭内部矛盾与问题的解决则更

加容易。 

而在治疗过程中，应始终坚持着眼全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

处置原则，方式上要根据此点原则作针对性的变化。对于每个接受

治疗的家庭，治疗者务必充分照顾到每个家庭成员的心理感受，制

定出能够为每个家庭成员都能够接受的治疗方案。 

结束语：在家庭当中，亲子之间关系的和谐是家庭幸福的基础，

家庭和谐幸福是社会各阶层人们生活方面的共同追求。家庭系统治

疗理论从更加全面的分析视角看待问题，对于家庭治疗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作为一名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应认真钻研相关理论，不

断丰富其内涵，拓展该领域研究；发展出更多指导性的方法与技巧，

服务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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