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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

大学生面临着各种压力，比如人际交往困难、学

习任务繁重、难以适应新环境和生活方式压力大等。他

们面临着一系列焦虑，其中包括学习焦虑、情感焦虑和

交往焦虑等。一项关于调查我国学生焦虑症现状的研究

表明，高达 20.3% 的学生存在较严重的焦虑等心理问题

（辛自强等，2011）。

焦虑症是最常见的精神障碍之一，它表现为痛苦、

注意力不集中、睡眠障碍、疲劳、颤抖等（Chaves et al.，

2015）。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焦虑的发生常常与生活事件

中各种压力的积累、安全感的缺乏、紧张感的不合理释

放以及个人心理素质密切相关。因此，心理治疗应该是

焦虑症患者的主要治疗方法。

箱庭疗法是在治疗者的陪伴下，来访者从玩具架上

自由挑选玩具，在盛有细沙的特制箱子里进行自我表现

的一种心理疗法（张日昇，2006）。在各种心理咨询与治

疗的手段中，箱庭疗法强调为来访者提供一个自由与受

保护的空间，来访者通过玩沙子、水和玩具，构建他们

内心世界的具体表现。随着意识和无意识之间更加和谐

的关系的发展，自我被重建和强化（Zhou，2009）。箱庭

疗法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有效的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技法，

对来访者的人格发展、创造力培养以及健康心理维护等

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王珏等，2021）。

本研究通过一个具有焦虑倾向的女大学生的箱庭作

品，探索其心理特征，通过箱庭疗法初步对其进行干预，

为焦虑倾向大学生的心理治疗探索新的思路与办法。

2　心理评估与确立治疗方案

治疗者通过某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受理来访者，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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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咨询获得相关背景信息和主诉问题。

背景信息：来访者是一名大三女生，父母均在外地

务工，家境一般。父亲很严格，一直要求来访者独立；

自述与父母关系不亲近，其父母很少为来访者提供帮助。

主诉问题：来访者自叙最近几个月看到什么都烦，

有时候还会为一件小事与同学吵架，导致和朋友的关系

不如从前好；她在考研与工作的选择中徘徊不定，压力

很大；在生活中经常感觉到被忽视，别人不理解她；总

是提不起兴致，怅然若失，一坐下来就胡思乱想，无法

控制。

心理评估：焦虑是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一种情

感体验，是人对内在想法与外部事件感受的一种弥漫性

的恐怖体验。焦虑水平由轻到重所伴随的情感体验不同，

随着焦虑值上升情感体验从不安与担心、害怕与惊慌到

达极端恐怖体验。焦虑发生的情况一般有两种，一种是

有明显的诱因，在我们遭遇挫折或者遇到困难的事情、需

要重大的决定时；一种是没有明显诱因，缺乏客观的充分

的诱因，习惯性地无止境地担忧未来，整日情绪紊乱。

使用《心理症状自评量表》（SCL-90）测量来访者

的心理症状，结果显示焦虑因子均分最高，但未达到显

著性水平。进一步使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对来访

者进行测试，结果表明来访者有一定的焦虑倾向。

3　治疗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治疗方法以箱庭疗法为主，辅以面谈。

3.1 箱庭疗法工具

沙箱：1 个，规格为 57×72×7（cm，内尺寸）。箱

子内壁涂成蓝色，内装半箱净沙。

玩具模型：共有人物、动物、建筑物、结构、植物、

抽象物、交通工具、家具等类别玩具若干。

箱庭疗法记录表：记录箱庭作品特征（作品主题、

玩具的选择与使用、空间设置、自我像、沙的使用）及

箱庭过程（来访者与治疗者的互动、制作过程、来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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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作品的解释）。

3.2 治疗者

治疗者为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

3.3 治疗过程

第一阶段涉及箱庭作品的制作，对咨询阶段的感知

需求。第二阶段包括来访者分享所创作的箱庭作品的故

事。这一阶段包括来访者整合可能通过作品创作而产生

的新感觉。

3.4 分析治疗效果的依据

通过对来访者的自陈焦虑症状、主观体验以及后续

心理测试的进行评价。

4　结果与分析

4.1 问题呈现

来访者在选取玩具时反复挑选，犹豫不决，选择冲

突积累下来的紧张是其焦虑的主要原因。来访者使用的

玩具种类数量较多，场景矛盾重重，主题贴近生活又充

斥着幻想的成分，作品世界割裂，既有理想化的部分，

又有荒诞的部分，其作品《荒凉》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来访者解释：左边世界比较荒凉，沙埋住了房子，

房子被野禽占领；中间很多马，有士兵，旁边有老虎窥

视等待攻击，下方是一片海，在海里和海边有很多生物；

右边是很宁静的世界，美人鱼、小孩及一个简单的家。

荒凉的世界，就是被野禽占领了的屋子，这些野禽很凶，

它们是占领房子的。如果她在这个作品里，她会在荒凉

的屋子里，可见在来访者的心里，她自己的世界很杂乱，

被各种烦心事干扰；她最喜欢的部分是灯塔附近，因为

很温馨。由此可见来访者想找到一片世外桃源来宣泄焦

虑。来访者喜欢温馨的灯塔，却觉得自己在荒屋里，矛

盾不断反映出来访者的内心世界比较活跃，想往健康的

方向发展，但现实却困扰着她，有一定的焦虑情绪。

图1

4.2 面谈治愈

引导来访者正向看待作品，用积极的眼光看待事

物的发展，转变来访者的心境，最后她给这幅作品取名

《爱与希望》。

箱庭疗法需要很少的语言技能，允许来访者通过箱

庭作品来表达自己，解除来访者的焦虑源，发展安全的

关系和自我实现。来访者利用各种玩具可以实现自己的

理想，使内心的紧张得以释放。

4.3 心理测量

对来访者进行后测评估箱庭疗法的初步效果，使

用《心理症状自评量表》（SCL-90）与《焦虑自评量表》

（SAS）进行测量。结果显示：SCL-90 焦虑因子分数下

降，有轻度的阳性反应，通过来访者的自我调节可以解

决问题，无需接受心理咨询与治疗。

5　讨论

5.1 治疗机理

人际交往焦虑是中国大学生焦虑倾向的另一个主要

来源，许多大学生在人际交往方面有缺陷，包括伴侣关

系焦虑症、异性人际关系焦虑症、亲子关系焦虑症等。

本研究中来访者在现实生活中过于重视朋友，害怕朋友

和自己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淡，朋友的一些忽视又会让

来访者产生关系焦虑。另外一方面，冲突是产生焦虑的

重要原因（王珏等，2021），临近毕业，来访者开始思考

自己的未来和身份，习惯性地无止境地担忧未来；面临

着重要的人生选择问题，考研还是工作等，每个选择都

有它的优势和劣势，激发了来访者强烈的焦虑感。因为

箱庭治疗是一种治疗方式，不会造成语言互动的负担，

能够通过沙盘、故事、表情进行非语言交流，并通过一

种大家都熟悉的媒介即沙子实现自我表达（Jang & Kim，

2012）。其治疗机理如下：

5.1.1 表达内心世界，缓解对失败的焦虑

箱庭疗法创造安全环境，帮助来访者构建一个理想

化的世界来表达其对未来的需求和期望。在引导下，来

访者开始通过选择玩具、创造沙地世界和象征性的叙述

来表达他的负面情绪，释放紧张情绪。通过破坏和重建

场景表现出内心的冲突和对自己能力的质疑。这表明来

访者逐渐从回避选择和抗拒失败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在

这个阶段，治疗者采用积极的移情疗法，减少不恰当的

情绪调节方式，促进和巩固积极行为，缓解来访者害怕

自己失败的焦虑情绪。

5.1.2 欣赏自己，增强信心

治疗者采用“无声见证”的方式，接纳、欣赏来访

者，营造安全、包容的氛围，让来访者全心投入沙盘创

作的过程，并根据来访者的心理状态，让来访者介绍自

己的箱庭作品，与来访者进行交流，引导来访者欣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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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通过指导来访者使用象征生命和

活力的绿色植物和玩具，帮助来访者增加快乐与信心。

来访者在接受箱庭治疗之后，信心增强，不再顾虑自身

力量不足，不再因朋友忽视感到受伤，也不再因害怕失

败而焦虑不安。

6　结论

箱庭疗法能够有效缓解甚至消除焦虑倾向大学生的

焦虑情绪，帮助大学生增强信心，学会积极看待自己，

重塑健康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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