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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给每片土壤一滴水的恩泽 
——心理辅导个案 

◆周  康 

（深圳市龙华高级中学  广东深圳  519000） 

 
摘要：茜婷的案例在高中生的研究范围内是个很有特点的个案——其性
格脆弱，极度依赖母亲，呈现心理年龄与实际生理不相符的状态。辅导
者对其母亲进行了深入的访谈，并对学生以温情的引导，细致的关注以
及给以及时的建议，逐渐帮学生的心理成长筑起一道彩虹，取得了较好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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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描述 
1、通过观察了解到的基本情况 
茜婷，女，16 岁，我校高一的学生。在 2018 年 9 月底的一

堂数学课开始前，我发现了茜婷的眼眶红润，有明显哭过的痕迹，
联想到刚刚下发的章节考试卷，茜婷考的分数并不理想，我心里
也就大概有了数，但是并没往深处想，毕竟学生因考不好而影响
心情这样的事情司空见惯了。那是我第一次留意到茜婷。 

后来又在某一个课间操时间，我偶然看到茜婷教室外的走廊
尽头用老人机（学校不允许带智能机）在跟人通电话，并且哭的
梨花带雨。可由于不知道原因，所以我只是把情况告知了班主任，
就没再当一回事了。那是我第二次留意到茜婷。 

10 月底的某一节数学课较难，有部分同学没能理解。就在
我课间给学生答疑的时候，瞟到座位上的茜婷眼眶湿润，据旁边
的学生说，茜婷刚刚出去打了一通电话，大哭了一场，后面还不
忘戏谑一句：“老师，你习惯她这样就好了”。说者无心，听者有
意，我想：看样子茜婷爱哭的性格，同班同学已经见惯不怪了。
这一次，我终于忍不住了，虽不是她的班主任，但决心要做一番
深入调研。 

2、通过采访调查所得的信息 
我联系到了茜婷的妈妈，首先印证了前面所述的基本情况—

—每次茜婷确实都是跟妈妈通电话以发泄情绪。 
后来我采访了婷妈一些问题，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茜婷从小

至今的读书历程；茜婷与父母的相处情况；父母双方之间的相处
情况；茜婷是从何时开始有明显的爱哭的痕迹；是什么养成了她
这种性格...... 

经过这些问题的采访，基本摸清了茜婷的成长经历以及成长
环境。 

二、案例分析 
基于对茜婷的妈妈以及她身边的同学的采访，在尊重事实的

前提下，将茜婷的情况进行以下分类分析。 
1、社会性因素 
（1）家庭教育的原因。茜婷是独生女，父母尤其是父亲很

看重茜婷的学习成绩，也较少给予茜婷肯定。在家庭中父亲更是
处于主导地位，母亲的话语权较弱。这一方面导致了茜婷一直想
获得父亲的肯定而压力过大，另一方面当挫败感来临时，只敢找
母亲倾诉而过于依赖母亲。 

（2）在高一分班的时候，没有如愿分到自己想去的班，与
好友分散，在新的环境里较难与新同伴交往。 

2、心理因素 
（1）在认知上不能很好处理成功与失败的关系：总是以父

亲对自己的评价来判断自己的成功与否，而不是从是否尽力，是
否自己力所能及的层面来评价。此外，对于一两次失败，就轻易
否定自己曾经取得过的成功。 

（2）情绪方面不能自己排解，解决情绪问题的方式与策略
比较单一。而且处事十分容易情绪影响。心情一旦不好，就完全
不能正常学习。 

三、理论基础 
从心理动力学视角来看，茜婷有着“脆弱自我”的性格特征。

“脆弱自我”的感觉是一个学生在其早期的成长环境当中逐步形
成的。 

如果在学生早年的生长环境中，学生的主要照顾者对孩子是
充分而恒定的关爱以及协调一致的肯定， 让孩子感受到“被关

注”“被欣赏”，那么这样的孩子就会在以后的生活中不断积累自
信自尊，并且逐步内化为对自我价值的积极接纳，从而形成“肯
定自我”的正向形象。 

相反，如果孩子在早期关系中当他积极地表达一种需求，或
者兴奋地向外在环境探索时，主要照顾者却表现出冷漠、无视甚
至否定，这种拒绝是对积极能量的压制，会形成儿童期创伤，被
孩子体验为脆弱的感觉，在这样的“无反应环境”或“非关爱环
境”中成长起来的学生，其内心就难以摆脱一个脆弱自我的形象。 

四、个案干预 
基于以上的分析以及理论支持，在做好充分的准备之后，我

对茜婷进行了心理干预。 
1、目标 
让茜婷正确理解成功与失败，树立起对于自己的自信。 
2、方式 
以闲聊的形式，前面两周每周聊 2 次。后面四周视情况而定，

大约每周聊一次。 
3、干预过程 
前两次的接触借助了作业面批面改，解疑答惑等形式，以数

学为主题，伺机告诉她在哪些方面做的很好，在数学其实还是很
有天赋的。同时分享我自己的学习经历，以这种形式拉近师生之
间的距离，建立起两者之间的信任。 

接下来的几次聊天逐渐进行了适当延伸，比如了解了茜婷在
校园的生活情况，身边关系较好的朋友，以及平时的兴趣爱好，
擅长的科目，以及其他的学习情况。 

时机逐渐成熟，我开始有意地谈到自己之前对于茜婷的观
察，跟她聊起爱哭的性格是她成长路上很大的障碍。她逐渐袒露
心扉，聊了自己的成长经历，果真说的内容跟我之前了解到的信
息相差无几。并且茜婷也意识到自己这样是个问题，但是就是忍
不住，一遇到挫折就想用哭来发泄。 

我看时机已经成熟，与茜婷进行了分析。主要是从如何看待
成功与失败方面，引用了很多名人事迹（事先做的准备），以及
身边很多人的例子。就想告诉她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为别人活着
是很累的，鼓起勇气为自己活一次，要清楚意识到自己想要什么，
而不是不断满足别人对你的要求与看法。同时中间不断重复她在
哪些方面做的很好，比其他同学都要棒，身上的哪些哪些品质是
很难得的...... 

我记得那一天聊完，茜婷接下来几天的数学课都特别认真。
并且课堂上始终都是笑颜绽开，一副可爱的模样。 

五、追踪观察 
在其后的时间里我对茜婷进行了隐秘的观察，期间也有情绪

波动的情况，我也实时进行了了解：有时是与寝室同伴误解，有
时又是因为心直口快伤了人感到内疚......每次也都是与妈妈进行
通电话。但是据妈妈说，已经很少哭了。 

六、总结与反思 
记得苏霍姆林斯基说，教育技巧的全部奥秘就在于如何爱孩

子。明智地爱孩子，乃是我们教育素养的思想和情感的巅峰。在
我看来，爱孩子既要“想爱”，还要知道“怎么去爱”。现如今的
孩子真的挺不容易，生活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社会，随时接受着
来自家庭，来自社会的评价，与其说评价，倒不如说是挑剔。孩
子年龄段越低，要求越高，一做得不够好，就会招来各种否定，
导致了我们的小孩到最后都不敢相信自己了。所以我们作为老师
呀，要把每个学生都看成一片土壤，去相信每片土里都埋着一颗
种子，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完成一滴水的恩泽与滋润——也就
是哪怕在大部分人都否定他的时候，果决地告诉他，在某些方面
他做的真的很优秀！这大概也是每一位老师的使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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