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例性心理创伤个案的临床治疗与分析

江 北

【关键词】 性心理创伤; 个案分析; 临床治疗

中图分类号: Ｒ395． 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 11886 / j． issn． 1007-3256． 2015． 04． 033

作者单位: 621000 绵阳师范学院

心理创伤通常会导致许多严重心理问题的发

生，是心理问题的重要根源所在。因此，需要对创伤

心理进行有效的理解和分析。然而心理创伤可以影

响到个体的身体机能以及智力、情感、情绪和行为

等［1］。个体面对心理创伤会呈现不同的反应，需要

对创伤细节进行熟练把握，以便为其心理治疗提供

依据［2］。另外，在临床研究中发现，心理创伤的早

期治疗尤为重要，心理分析主要分为倾述、阐释、辅
导和转化四个阶段。

1 案 例

1． 1 基本情况 来访者 A，女，19 岁，刚进入大学

不久。其主动寻求心理咨询与治疗，问题主要为有

童年期创伤性经历，母女关系不和，学习压力大以及

人际关系等方面。A 神志拘谨，衣服颜色通常为黑

色，口语能力较强，思维清晰，模仿能力较强，层次分

明。通过第 1 次和第 3 次心理咨询了解到: A 家中

共 4 人: 父母，弟弟和自己。父母关系一般，在 A 童

年与少年时期，父亲通常不在家，与母亲接触时间较

多，但母亲脾气暴躁，时常对 A 动怒打骂。而弟弟

性格也存在一定的问题，A 问题主要来源于母亲的

教养不当，与母亲关系不和等。
通过前几次的交流，心理咨询师了解到 A 常见

的心理问题包括: ( 1 ) 学习压力大。由于学习成绩

一般，周围学生学习比较优秀，经常在上课时由于紧

张而影 响 学 习 效 果。因 此 经 常 失 眠，心 跳 加 速。
( 2) 童年创伤性问题。在 12 岁那年，有一天 A 独自

家，邻村一成年男子潜入家中，将其强暴。事发后，

A 与母亲说起此事，母亲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以

及家丑不可外扬，告知 A 此事不得外扬，加之与母

亲关系不和，导致 A 记恨母亲。( 3) 母女关系不和。
童年时期，A 放学回家要做饭，做得不好吃会被母亲

骂。少年时期，由于 A 在外地读书，只有在需要生

活费的时候，母女才会电话交流。母亲对 A 的生活

以及成绩等漠不关心。甚至默认村民和邻居背后说

“A 是捡回来的孩子”。
1． 2 治疗过程

1． 2． 1 初步分析与诊断评估 A 童年时期有过被

他人性侵犯的创伤性经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被虐待倾向。同时，缺乏与母亲稳固的情感依恋经

历，在童年存在分离性创伤。缺乏安全感，长期缺乏

母爱。对其进行 DES 分离体验测试，分值高达 0． 82
分。A 对自身的创伤性经历，无意识的使用分离对

其进行应对。
1． 2． 2 确定治疗目标 治疗初期解决 A 的学习压

力与逃避问题; 治疗中期解决 A 与母亲不和的问题;

治疗的最终目标是对创伤经历及其相关事件不再回

避，化解由创伤经历引起的各种问题与症状［3］。
1． 2． 3 治疗进程

1． 2． 3． 1 治疗初期( 第 4 ～ 6 次治疗) 主要通过

催眠和自由联想治疗，让 A 更加了解自我。为有效

缓解 A 的紧张心理，需要从分析与认识自我的治疗

开始，由意识开始逐渐进入到无意识状态。在治疗

初期，使用轻度的催眠技术，通过暗示和放松指导:

让 A 舒适地坐在椅子上，闭上双眼，感受自身的内

心世界，进入到轻度催眠状态后，开展自由联想治

疗。经过几次治疗后，A 睡眠质量显著提升，情绪改

善，但上课仍然紧张，经过分析后，找出问题原因是

由于 A 对老师不满，无意识对老师不认同而产生抗

拒心理，在与老师的人际关系中，采用回避方式解

决。治疗后，A 的学习压力得到有效缓解，症状逐渐

转化。
1． 2． 3． 2 治疗中期( 第 7 ～ 17 次治疗) 主要采用

梦的工作技术来缓解母女关系和心理创伤问题。首

先，对 A 的童年分离焦虑创伤进行分析。通过 A 讲

述的梦境并对梦境中的人物进行分析，以便对自身

和母亲进行全面分析。其次，将母亲阴影与心理创

伤躯体化。由于 A 对其外貌不够自信，想通过整容

来改变现状。由于母亲通常无意识的表达对 A 外

貌的批评与指责，并将其外貌缺点作为聊天话题。
A 将心理问题躯体化，从而导致其存在整容的想法，

试图通过躯体问题的解决来解决心理问题。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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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焦虑与创伤初步转化。在治疗阶段中，有一次

A 与母亲大吵，将自己对母亲的各种不满和怨恨讲

出，母亲得知后，哭诉并告知 A，她是母亲的亲生女

儿，由于 A 刚出生时出现状况，按照当地的习俗认

干妈，女儿就要被带走。直到女儿 4 岁才被接回来，

导致母女关系疏远，而母亲感觉女儿不喜欢自己，常

打骂女儿。母亲希望得到 A 的原谅，A 在后期治疗

的过程中感受到父母对自己的关爱，体会到家庭的

温暖。使得 A 与母亲关系转变。
1． 2． 3． 3 治疗后期( 第 18 ～ 24 次治疗) 主要是 A
的成长与转化阶段，治疗目的是让 A 面对创伤，并

获得重生。A 仍在感情中挣扎，但在此过程中 A 在

不断成长和领悟，会冷静地分析情感，理性思考，开

始思考与反问自己该做什么，理解自己对情感的依

赖原因。A 开始接纳自我，接受现实，脸上笑容逐渐

增多，与咨询师更加亲近。

2 讨 论

A 童年遭受的强暴事件，发生在其不能自保和

处理创伤的年龄，将唯一希望寄托给母亲，以便获取

一丝安慰和支持，但事与愿违。相关研究表明，缺乏

母亲支持的性虐待个体，通常将心理伤害能量聚集

到内心，对自我进行伤害。而愤恨的对象是母亲，最

终导致其拒绝与否认，例如认为自己不是母亲的亲

生女儿。由于这部分能量指向外部，使得母女关系

加快缓解。而 A 创伤性回避处理时间较长，主要是

需要做准备与酝酿［4 － 6］。
治疗中，首先通过催眠技术以及自由联想全面

了解 A 的内心世界，催眠技术主要是心理医生或催

眠师运用特殊的方式，使来访者进入到催眠的状态，

通过对来访者进行暗示，催眠师与来访者保持密切

的感应关系，同时，催眠师能够根据来访者自身心理

情况有计划地调控来访者的感受阈限和忍受阈限，

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7 － 8］。在个案 A 中，心理医生

通过催眠方式让患者了解自我，并根据患者出现的

心理情况，由浅入深地解决心理问题。通过催眠得

知个案对老师不满，学习压力较大等问题，并通过暗

示与自由联想的方式对其进行控制，使得患者开始

面对现实，认真分析自我心理情况。其次，通过梦的

工作技术来治疗，心理医生通过引导个案讲述自己

做的梦，并引导个案对梦中出现的情景、任务以及事

件进行分析，从而缓解与母亲关系不和的问题。后

期通过与 A 的深入交流和沟通，让个案逐渐成长，

不断对自我进行深入的了解，直面现实，逐渐对自己

情感进行思考。通过一系列的心理治疗，使得 A 逐

渐认可自己，了解自己，不再回避现实，并从中学会

化解问题。
另外，有研究表明，创伤形成的丛集为情结［9］。

心理分析治疗中，当个案认同自身的情结，就会表现

出特定的心理问题。对正常的个体来说，情结是比

较正常的，但是如果被情结控制，容易出现各种心理

问题，需要心理咨询师正确识别个案可能会出现的

各种症状，并对其进行转移和把握，从而设计出全

面、高效的治疗方案［10］。其中心理分析与治疗的目

的是通过观察并理解情结在心理与行为中的作用，

以便降低情结的消极影响。在治疗的最后阶段，A
对自己的过去以及创伤呈现出一种包容与接纳的态

度，学会拥有情结，而不是被情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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