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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到自己的女生 
——一例因家庭问题导致心境障碍学生的个案概念化 

郑晓玲 

（甘肃省敦煌市敦煌中学  736200） 

摘要：个案概念化的意思就是咨询师提出一套假设，，来具体理解来访者的问题。本个案的来访者小 R 是一例因为混乱的家庭

关系，而导致的心境障碍的心理咨询个案，借助现有信息，我尝试运用心理动力学理论去做个案概念化，从创伤经历、冲突与防御、

与他人关系、早期依恋模几方面进行假设，将小 R 目前出现的问题和模式与过去的经历相联系，去构建一个关于个体成长的假设与

组织思路，对小 R 的咨询治疗方向提供指导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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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般情况 

小 R，女，汉族，16 岁，高一学生，身高 1.7 米左右，身材偏

瘦单薄，无重大躯体疾病历史，家族无精神疾病史 

（一）家庭情况 

在小 R 七岁时父母离异，之后跟母亲一直生活，因为母亲工作

能力较强，投资经营两家餐饮酒店，所以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生活

环境优越，但是由于工作原因，母亲对小 R 的陪伴时间也较少；父

亲旅游汽车行业，离异以后也经常跟小 R 来往，定期会带孩子去看

乡下的老人和亲戚，对于小 R 的日常生活也有参与，目前没有再婚；

母亲再婚，小 R 称呼继父为“叔叔”，叔叔一年只有三分之一的时

间会回来，在母亲的房子上一起生活，之后有了弟弟，弟弟现在 4

岁，继父 16 年开始就是在老家做流转土地和养老院项目结果投资

失败，母亲开始负担家里的所有开支和费用，到现在也一直都是这

样。 

（三）教育经历 

从幼儿园开始一直是在本地就读，学习成绩一直较好和稳定，

钢琴学习了五年，六级水平，看着谱子依然可以很熟练的弹奏，绘

画也有基础，可以用电脑软件作画，喜欢自己一个人唱歌、跳舞（韩

国女团），升入高中也是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奥赛班学习，目前小 R

的 4-5 位关系好的朋友也都是在高中。 

（四）目前精神状况、身体状况、社会功能 

精神状况：情绪不稳定、焦虑、恐惧、烦躁、自我评价低。身

体状况：嗜睡、失眠打不起精神。社会功能：只跟几个要好的朋友

有交往，与其他人都是被动交往。 

（五）诊断评估 

青少年期心境（情感障碍） 

二、主诉 

(一)主诉 

近一个月来，晚上六七点的时候会非常难过，想哭，但是又发

泄不出来，2 月 17 号去兰州复查，换药以后每天都很瞌睡，一直想

睡，记忆力变得越来越差，对自己有一点儿情绪，感觉某个记忆片

段会丧失（例如头一天晚上跟弟弟在床上打闹，就睡在了弟弟的床

上，第二天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弟弟的床上），有点儿害怕

自己一直这样下去会怎样；分不清楚难受、想哭、瞌睡这三种感觉，

共同点是没有力气；有时候感觉自己“轻飘飘”的，眼睛模糊，听

不清楚别人说话，灵魂与肉体分离，尤其是在人多热闹的情景当中，

自己会抽离，好比肉体控制不住灵魂了，手部感觉明显，手指尖好

像有什么东西冒出去，控制不了，飘出去以后，自己就站在上空，

俯视下方，看着另一个自己，整个世界都不真实，没服药之前偶尔

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服药之后就更明显了；情绪时好时坏，时而

想哭，有两天突然变得兴奋，莫名想笑；初中的时候就有自残的现

象和不想再活下去的念头，有时候就幻想自己死于一场车祸或者意

外，也挺好，那样就可以离开了。最近（第一次咨询）有拿刀片划

自己，但是皮肤没有破，稍微有点痕迹。觉得人不一定要活多大岁

数，把自己的事情做完，没牵挂也就可以了，但是很难想象自己离

开以后，爸爸妈妈会怎样？有一次弟弟对着自己说；“姐姐你可不

可以不要走，不要去天堂”。 从上海诊断回来之后，药量及种类都

进行了调整，调整的十天内身心状态比以前好很多，难过的时间也

有缩短，甚至感觉不到难过了，但是还是不能有那种愉悦的状态，

累和懒散一直存在。 

（二）个人陈述 

在别人面前有三个自己，第一种是面对妈妈和弟弟的时候，都

是真实的自己，第二种比较排斥见爸爸及那边的亲戚，只要跟他们

在一起自己就会很“装”，但是爸爸又常常逼迫自己，那边的亲戚

也会热情邀请，自己又不得不去，第三种自己，是面对继父的自己，

一直都在做着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在父母亲离婚前，父亲很关心自己，家庭型男人，放学接自己

都会冲在第一个，而母亲是事业型，很少很少陪伴自己，所以在母

亲那边得到的关心是极少的（眼眶发红），比较委屈。那时候父母

因为离婚关系也闹的很僵，吵架是常有的事情，而每一次被父亲带

去看那边的亲戚，都会有一种背叛妈妈的感觉，所以自己经常会因

为看不到妈妈而焦虑，她工作忙自己也知道，但是就是情绪上难受，

高中住校，情况加重，因为五天都见不到妈妈；休学以后那段时间

恨不得跟妈妈粘在一起，晚上妈妈也是陪着自己睡得，觉得妈妈陪

伴自己，自己还是可以站起来的。 

不喜欢继父，觉得这个叔叔非常有心机，像一个绿茶一般，有

很多坏心思，在妈妈面前各种表现，说对自己如何好，显得自己很

不懂事，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在家里充满了冷暴力，叔叔通过各种

方式别扭自己，事事压着自己一头，控制着自己跟妈妈，有洁癖，

不允许自己的东西放在客厅里，所以一回家就让自己很压抑，心里

有一块石头压着。自己也试图去跟叔叔搞好关系，但是每次的真心

付出（休眠枕和玻璃门），换来的也都是冷漠，让自己委屈，很害

怕那种成人世界的虚伪。在生病这段时间，自己也向妈妈表达了真

实想法，所以妈妈为了康复，就让叔叔搬了出去，而自己也轻松了

好多，但是叔叔也经常给妈妈打电话，他并不承认自己的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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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他有关系， 

妈妈找第二个叔叔是为了谈恋爱的，自己能明显的感觉到他们

好像两个年轻的男女的状态，虽然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公开在自己

的面前展示亲密行为，而这个男人又不是自己的亲身父亲，觉得这

样做很不合适，是对自己的一种伤害，伤心、失落、委屈。 

在去上海看病之前，生活中又出现了一位叔叔，是妈妈的朋友，

也是单身一个人，他很热情，很关心自己和妈妈，去上海的一切也

都是这位叔叔安排妥当的，最近这位叔叔跟妈妈接触频繁，而自己

也在慢慢适应跟异性相处，为了回馈叔叔对自己的好，买了乐高拼

好以后送给了叔叔，叔叔也有回馈自己，很高兴。但内心仍然存在

强烈的抗拒，总是担心他们对自己的好都是有目的的，都是表象，

过段时间就会消失，因为人做事总有动机和需求，当自己把真心拿

出来的时候，所有的爱都会消失（真心对待=爱会消失），心目中的

真心就是彼此之间能够像亲人一般，有话可以直说，真心付出与对

待，毫无保留。这位叔叔的出现让我很害怕，害怕再次陷入到那种

困境当中，也担心妈妈，妈妈会在前一段感情没结束的时候再贸然

进入另一段关系，不喜欢这种行为，认为是不忠诚的，当年跟爸爸

的关系就是这样，让自己很迷惑，不知道她是怎样的一个人到底?

为什么会如此喜欢谈恋爱，妈妈是一个可以快速开始另一段感情的

人，也有跟妈妈敞开谈，希望妈妈可以在大学以后再去发展自己的

感情，妈妈也接受自己的建议，但是她还是会跟这个叔叔单独出去。 

三、个案概念化 

在小 R 的个案上，借助现有信息，我尝试运用心理动力学理论

去做个案概念化，将小 R 目前出现的问题和模式与过去的经历相联

系，去构建一个关于个体成长的假设与组织思路，对小 R 的治疗方

向提供指导性的价值。接下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去做联系，创伤经

历、冲突与防御、与他人关系、早期依恋模式。 

1.创伤经历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SM-IV)将创伤经历定义

为一个人经历、目击或者面临的某个或某些事件，这些事件或与现

实的死亡重伤或死亡威胁有关，或者威胁到了自己和他人的身体健

康。”对这些体件的反应包括强烈的恐惧、无助和极端厌恶。小 R

七岁以前是由爷爷奶奶抚养的，在童年早期及晚期部分，母亲由于

忙碌事业，缺少陪伴，对于孩子的情感忽视与躯体忽视是非常严重

的，而童年期的创伤是会影响大脑的发育并且造成功能的整体性破

坏，早期母爱的缺失或者关爱剥夺会破坏通常由母亲接触与母婴情

感交流所调解的神经系统，造成压力反应系统持续紊乱，并提高了

日后对压力的敏感性，这也就是小 R 在上高中以后，面对学习与家

庭的双重压力，比同龄其他人更易敏感的主要原因。 

小 R 对于母亲的离开存在高度的焦虑，在与爸爸那边人接触时，

会有背叛妈妈的感觉及强烈的自责感，深处矛盾之中，受过创伤的

孩子自我体验形成的过程会受到损伤，对于情感忽视的孩子来讲，

认识不到看护者是安全的，感觉自己随时都会被抛弃、被忽视、被

冷落，自我的存在没有妈妈的工作重要，这种错误归因导致了小 R

在与母亲的关系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种方式通常会伴随强烈的

内疚感和羞愧感。 

创伤经历也会在许多方面影响人们与他人建立关系的能力，信

任能力尤其容易因他人造成的创伤而受损。小 R 在童年时期，父母

经常性的争吵以及家庭暴力（后期妈妈提及到跟父亲经常打架），

没能给小 R 建立起一个安全的依恋关系形成的氛围，尤其不能信任

男性，早期的经验加上后期再与继父交往时不愉快的经历，导致小

R 在与同龄异性以及年长异性交往过程中，抗拒害怕，不能勇敢迈

出那一步，因为是不安全的，不可靠的，小 R 在早期经验中没能跟

父母亲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建立始终如一的、钟情的、感情投入的健

康关系。 

关于早期的创伤经历来访也只是呈现了一部分，在今后的工作

中可能会有更多的呈现。 

2.冲突与防御 

问题和行为模式与潜意识的冲突和防御有关，当不同的想法、

感受和意愿相碰撞时，潜意识就会发生冲突，这种无法察觉的冲突

会引起焦虑，促使我们运用防御来达成妥协，也就是冲突-焦虑-防

御模式。小 R 通过退行，重新回到了妈妈的身边，不再去学校，缓

解了自己情绪与压力；即使再不喜欢继父，也会通过一些相反的行

为来弥补不可接受的想法和行为—抵消，例如给继父买枕头和做小

饼干；通过躯体化把不舒服的症状与感受用身体表达了出来，得到

了母亲的关注与重视，为了自己的身体康复，继父也搬离了这个家

庭；在小 R 身上，还出现了轻度解离症状，例如记忆断片和身体轻

飘飘的感觉，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调节机制，也是创伤的标志，它

让个体从周围环境的压力和刺激中短暂离开，这时大脑就会把身体

和环境分开，通过“危险逃跑”模式帮你的感觉脱离当下，从难以

承受的压力中逃出来“喘口气”，稍微好过点，个体将会失去当前

的感觉，甚至记忆,变得无感，在咨询过程，当提及到六七岁时父母

分离时候的话题时，小 R 也会出现解离现象，突然整个人都木僵呆

滞；自己认为男性不安全、不可靠、有心机，也会将这种认知投射

到妈妈身上，讨厌妈妈跟异性之间的亲密行为，更不接受妈妈那种

贸然开始新关系的行为，认为那是不忠。  

3.与他人关系 

小 R 早期的客体关系是充满了矛盾与分裂的，爸爸妈妈、爷爷

奶奶与自己的三角关系，冲突与矛盾一直存在，也就导致了来访在

成长后期也呈现出了三种与他人的关系，与母亲和弟弟、跟父亲及

其他人、以及和继父的关系，除了跟母亲的关系是真实的，其他关

系都是自己伪装的，自述自己是分裂的，面对着每一份关系的不真

实感，小 R 体会不到被真心对待的那种亲情感，尤其是对父亲关系

真实感的渴望，一直也都没被满足，认为每人一个男士接触妈妈都

是有目的性的，即使第二位叔叔对自己很好，也会立马通过实际行

动“还回去”，不想亏欠对方什么， 

4.依恋模式 

个体早期的依恋关系会影响人们发展自体感、和他人的关系、

适应压力的方法及自我调节的模式，在四种依恋关系中，小 R 属于

焦虑型依恋关系，尤其是针对于母亲，这种类型的人认为他们应该

对关系中的问题负责任，并且会理想化母亲的角色，认为其他男士

都配不上妈妈，对他人关系和认知方式常感到失望和焦虑，例如继

父、朋友，过分依赖与妈妈的关系，希望跟她粘在一起；而对于不

安全依恋类型的人来讲，自我调节和管理情绪也是十分困难的，当

面临失去、分离和生活过渡期等挑战时，问题会变得尤为明显，初、

高中环境的变迁、与母亲的分离、自我调节能力的匮乏，综合在一

起，导致了小 R 症状的爆发。对于小 R 的母亲而言，从“喜欢谈恋

爱”、“贸然进入下一段关系”“一直变换咨询师和主治大夫”等方

面不难看出，妈妈也是一个有着不安全依恋关系的女士，一个安全

感匮乏的母亲，不稳定的状态养育出了一位对于关系高焦虑的女

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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