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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有抑郁倾向的心理咨询报告 
◆左  韵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摘要：来访者是一名因心理疾病休学而后复学的学生，复学时来访者原

班级同学都已经参加企业实践，该生复学时强烈要求跨系转专业重新开

始。复学半年后，来访者原班级同学返校参加毕业典礼，来访者担心遇
到原班级同学，而精神恍惚情绪低落，并伴随有失眠症状，通过会谈法

和认知治疗法，经过五次咨询及一年的随访，来访者的焦虑情绪得以缓

解，改变了对自己病史的认知，能够接纳自己，并建立了正确的生活态
度和生活方式。 

关键词：精神恍惚；情绪低落；失眠厌食；认知行为疗法 

 
 

一、基本信息 
1、当事人信息： 
姓名：小 C，性别：女，年龄：23 岁，出生地：河北石家庄

某乡村，家庭状况：家中三代同堂，爷爷为当地小学校长，父母
皆是农民，哥哥在北京打工。该生为 2014 级学生，开学后第二
学期因心理问题休学，2016 年根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
医院开具的证明建议该生尝试复学，复学后学生本人强烈要求转
学院更换专业，并成功复学到新学院和专业。 

2、来访者主诉：2017 年 5 月当事人主动找本人寻求帮助，
见面后当事人第一句话说：“老师我要发病了”。来访者说自己心
情低落，紧张害怕，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很怕自己再疯掉。 

来访者个人陈述：我来自河北农村，爷爷是小学校长，爷爷
对子孙要求都很高，希望能从学习文化中找到出路，可惜父亲小
学毕业就不想继续学业，最后在老家承包土地做了农民，爷爷非
常失望，把希望寄托在孙辈身上。哥哥从小不爱学习，我的成绩
却非常好，爷爷特别疼爱我，觉得我一定能上大学。可是我高考
失利，爷爷非常难过，为了逃避爷爷的指责，高三暑假我一直在
外打工赚取学费，不想给家里增加负担，立志要专升本，完成爷
爷的心愿。在北京打工的日子很辛苦，过程中我经常感觉心情低
落，全身疼痛，开学之后情况越发严重，后来哥哥来学校看我，
带我去看病，医生全面检查后找不到病因，建议我到精神科看看，
这才诊断出我有心理问题。原来班级的同学都知道我生过病，现
在他们要回来了，大家都会知道我得过精神病。 

3、咨询师的观察 
来访者面部表情刻板，说话的语速很快，说起话来滔滔不绝，

重复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以及爷爷对自己的期望和自己如何让
爷爷失望了，语调平缓，却一直哭泣，对咨询师很有礼貌。 

二、问题评估和诊断 
1、心理测验结果： 
（1）EPQ 量表测试结果 

量表 精神质（P） 内外向（Ｅ） 神经质（Ｓ） 掩饰性（Ｌ） 
粗分 ４ １１ ２２ １２ 
T 分 ５０ ５５ ７０ ５０ 

个性特征分析： 
情绪不稳定（典型型）：焦虑，紧张，易怒，往往又有抑郁，

睡眠不好，患有各种身心障碍，情绪过分，对各种刺激反应过于
激烈，情绪激发后很难平复下来，由于强烈的情绪反应而影响了
他的正常适应，不可理喻，可能走上危险道路，在于外向结合时，
这种人是容易冒火的，，以至激动，进攻，概括的说，是一个紧
张的人，好报偏见，以致错误。 

（2）E/N 关系图测验结果：胆汁质倾向（外向，情绪不稳
定）。 

（3）症状自评量表（SCL-90）结果分析： 
测试结果： 
总分：208 总均分：2.3  阴性项目数：31  阳性项目

数：59 
阳性症状均分：3.0 
因子分： 
躯体化：1.3  强迫症状：2.6 人际关系敏感：3.2  抑郁：

2.8  焦虑：2.9         敌对：2.2  恐怖：2.2      偏执：1.7      
精神病性：2.3     其它：1.4    

总分解释：轻度心理障碍，以上 10 项数值中 7 项高于正常
人上限。其中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以及抑郁、焦虑因子明显
高于正常人数值。 

（4）抑郁自评量表（SDS）结果分析： 
粗分：48 标准分：60 
结果解释：根据 SDS 问题回答，目前可能存在轻微到轻度

的抑郁症状。常见的表现有容易疲劳，注意力不集中、兴趣减退、
睡眠质量下降、心情压抑、情绪不高、灵活性降低、幽默感减退、
容易犹豫不决和不知所措。 

突出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1、抑郁心境 2、晨重夜轻 3、
哭泣 6、性兴趣减退 10、易疲劳 16、决断困难 17、无用感 18、
生活空虚感 

建议注意心理保健，必要时也可以寻求临床心理专家的帮
助，进行心理咨询。 

2、诊断依据： 
（1）建议来访者接受医院的身体检查，结果显示来访者身

体健康状况良好，排除器质性病变的可能性。 
（2）来访者对此次情绪波动及相关症状有清晰的描述和认

知能力，以紧张、担忧为主，来访者有自知力并且主动求医，因
此排除精神病性问题； 

（3）鉴于来访者的心理冲突类型与现实处境有直接联系，
且有明显的道德性质，来访者的心理冲突类型属于常形，由此排
除精神病性问题。 

（4）来访者只对特定具体事件有情绪波动，未泛化； 
（5）来访者意识到自己情绪发生波动后一周内主动寻求心

理咨询帮助，对其生理和社会功能未产生明显影响。 
（6）依据心理测验结果，显示为轻度抑郁； 
根据以上依据判断：来访者属于一般性心理问题，有抑郁倾

向。 
三、简要分析 
（一）成因分析： 
1、生活事件：毕业季，原 14 级在外企业实践学生返校（原

同班同学）参加毕业典礼。来访者认为原同班同学皆知其患有心
理疾病而害怕遇见原来同学。这种担心引发了焦虑甚至恐惧，让
来访者回忆起两年前生病的种种症状，并担心自己再次复发。 

2、成长史：根据来访者叙述，来访者从小由爷爷抚养长大，
爷爷是村里小学校长，而父亲母亲都是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哥
哥也很早辍学到北京打工，爷爷对来访者教育严格，寄予厚望。
来访者小学初中学习优异，但却在高考中失利，令爷爷十分失望。
该生自高考之后无法面对爷爷，非常自责。来访者家境并不富裕，
自高考结束后，来访者自行出去打工挣取学费和生活费，力求不
再为家庭添加任何经济负担。（在后续的咨询中来访者不断的重
复自己的家庭状况和成长历史，说明原生家庭对来访者影响很
深，特别是高考失利让爷爷失望这件事让来访者耿耿于怀。） 

3、来访者的个性：通过与来访者和所在班级辅导员的沟通，
得知来访者是一位彬彬有礼、规范自律的学生。来访者自复学到
新班级之后学习认真，积极进取，自我要求较高，目标明确，与
班级同学相处融洽，来访者很珍惜这样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也
很担心自己的病史会影响到当下的生活，所以一直刻意回避原班
级的老师和同学。 

4、来访者精神状态、身体和社会功能 
（1）精神状态 
表情呆板，流泪不止，语言流畅，语速较快，衣着整齐，有

主动求助动机。 
（2）身体状况 
近期有厌食、失眠情况，家庭无精神病史。 
（3）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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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精力减弱，上课无法集中注意力，对外界事物的兴趣下
降，与同学交往正常，但宿舍室友意识来访者近期异常。 

（二）咨询目标 
（1）帮助来访者克服当前危机。 
帮助求助者调节心情，调整心态，想办法应对当前危机。帮

助来访者尽量避免与原班级同学接触。 
（2）帮助来访者解决具体的困扰。 
在咨询过程中，来访者描述了四项具体的困扰：1、现班级

同学知道自己的病史；2、家境困难不能继续完成学业；3、想要
专升本，英语四级无法通过影响升学；4、抗抑郁的药昂贵还有
副作用，但是不吃又怕不能控制病情。 

（3）了解自己的情绪状态，有效调节不良情绪。 
（4）帮助来访者改变错误的认知模式，真正接纳自己。 
来访者一直用“我不想再失心疯”来描述自己的病史，来访

者从内心深处不想提及自身的病史，说明来访者对当时生病的自
己厌恶甚至鄙夷。并且有明显的错误认知，认为自己得过病，别
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待自己，所以咨询师将运用认知疗法帮助来
访者改变错误认知，真正接纳自己。 

（三）咨询策略 
来访者的情况符合抑郁的一般模型(Hofmann,2014)（如下

图），根据图示，帮助来访者找出刺激事件，改变对来访者对自
我的负面评价以及对错误信息的关注（认知），从而达到帮助来
访者接纳自己，正确认知世界，积极面对生活的目标。 

 
 
 
 
 
 
（四）干预计划 
通过与来访者的沟通，拟定咨询五次，由于来访者的情绪波

动由具体应激事件造成，所以咨询师与来访者在每次见面谈后根
据来访者的需要决定下一次面谈时间，另外，来访者可在需要时
联系咨询师约定见面时间，此次案例使用的主要方法是面谈法和
认知行为疗法。 

四、过程记录： 
第一次咨询： 
时间：2017 年 5 月 17 日 
目标：建立咨访关系。 
过程：通过谈话，收集来访者的个人信息和临床资料，了解

来访者求助的目的和原因，以来访者自述为主，根据来访者的陈
述以及心理自评如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抑郁自评量表

（SDS）等做出初步的问题判断。 
第二次咨询： 
时间：2017 年 5 月 22 日（毕业典礼学生返校前一天） 
目标：了解这两天来访者的情况，找出当前引发来访者焦虑

紧张的原因，并有针对性的帮助来访者减缓当前焦虑，商量出应
对方法。 

过程：通过会谈了解来访者当前最担心的问题，帮助来访者
缓解紧张和焦虑的情绪，协助来访者暂时回避焦虑源。 

第三次咨询：2017 年 5 月 24 日 
目标：进一步探讨引发来访者情绪波动的原因。 
过程：找出困扰来访者的因素，帮助来访者对症下药，解开

症结。 
第四次咨询：2017 年 6 月 21 日 
目标：加深咨询关系，检验上次咨询指定计划的事实情况，

指出来访者存在的不合理认知，并介绍认知行为疗法基本理论模
型。 

过程：谈话法、认知疗法 
第五次咨询：2017 年 7 月 2 日 
目标：了解来访者的近况，结束与巩固咨访关系。 
过程：与来访者针对最初的咨询目标、咨询方法以及咨询过

程进行回顾总结，鼓励来访者接纳自己的病史，积极面对未来。 
五、效果与反思 
效果：第四次咨询之后，小 C 把自己的病情透露给了同宿舍

最要好的朋友，这位同学告诉小 C 自己早就发现小 C 最近很奇
怪，也对她有过这方面的猜想。小 C 看到自己的朋友很坦然的接
受了自己的病，非常高兴，觉得被人知道自己生过病也不是那么
的可怕。最后一次咨询之后，咨询师与来访者进行了近一年的随
访，期间通过微信和通话方式得知来访者能够在实习单位安心工
作，并未出现过之前情绪低落、厌食、失眠的症状，与同事相处
融洽，感觉自己思路清晰，养成了健身和阅读的好习惯，在工作
中找到了奋斗的目标。 

最新跟踪回访：咨询结束距现在已经超过一年的时间，本人
和小 C 一直保持联络，小 C 目前就职于一家辅导培训机构，生
活规律，保持着健身的生活习惯，身边有三五谈得来的好友，未
再发病。 

反思： 
1）由于经验不足，在咨询初期不能确定来访者病因的情况

下，安排来访者做了过多的心理测试，根据来访者当下反应判断，
可能当时给来访者造成了困扰或反感，应当灵活处理，重新安排
测试时间。 

2）前两次咨询更多的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把过多的精力
花费在为来访者解决具体困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