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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中度抑郁、焦虑伴异想状态的大学生心理咨询案例
李莹辉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工作部，上海，201418；

摘要：本文为基于认知行为疗法的大学生心理咨询案例，来访者是一位 18 岁大学一年级的男生，因从小受到父

母的情感忽视而产生抑郁情绪、自伤行为和轻生念头。该生在新生心理健康普测中因症状自评量表

（symptomchecklist-90，SCL-90）、自评抑郁量表（self-ratingdepressionscale，SDS）、大学生人格问卷

（universitypersonalityinventory，UPI）得分较高被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专职心理咨询师关注，从此开

展了 10 次心理咨询。10 次咨询中，咨询师运用了认知行为疗法的技术，帮助来访者觉察负性情绪，并逐渐调整

其负性核心信念和行为模式，帮助来访者走出情绪困境，消除轻生念头，达到了较好的咨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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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来访者一般资料

1.1 人口学资料

小 D，男，18岁，大学一年级，家中四口人，父亲

初中文化，母亲小学文化，姐姐年长四岁，大四在读；

父母分居两地一年余，家庭经济水平在当地为中等。来

访者及家庭成员无心理疾病史。

1.2 咨询原因

小 D 在学校新生心理健康普测中 SCL-90 得分 237

分，SDS 得分 56 分，UPI 得分 40 分，三个量表得分较

高，心理中心对小 D发出邀约信进行访谈，访谈中，心

理咨询师发现小 D曾有自伤行为，目前存在抑郁情绪、

睡眠障碍和自杀意念，评估小 D的心理危机程度较高，

根据学校的心理危机干预流程进行处理，在小D知情同

意的情况下，咨询师突破了保密原则，将小 D的危机情

况上报心理中心。同时，心理咨询师和小 D建立了咨访

关系，与其定期咨询，帮助小 D缓解负面情绪，调整负

性认知，消除轻生想法。

1.3 个人成长史

小 D从幼儿园开始上寄宿学校，小学时，父母经常

忙于生意，很晚才回家。初中时，和姐姐寄宿在大伯家。

高中开始恋爱，女友成绩优秀，小 D对她付出很多时间、

精力、金钱，但女友觉得影响学习，两人分手。高二时，

感到班主任针对自己，开始不喜欢学习，但不怎么学也

可以考好，班里同学会主动找自己玩，小 D认为那段时

光很快乐。高三时，小 D换了女朋友（现女友），自己

座位在最后面，有时候压力很大，消极时拿小刀划自己，

伤口多了被女友发现，女友会骂自己。高三时，整夜睡

不着，舍友因为抑郁休学，复学后带了抗抑郁药，分半

片给小 D，小 D吃了药觉得好一些。小 D形容高中的自

己有多重性格。

上大学后，小 D觉得人与人之间交往有防备心，很

难聊得来，有时候觉得同学幼稚，所以一个人也挺好。

小D和女友的关系稳定，小D认为女友更喜欢自己一些，

毕业后想和她结婚。

1.4 对个案的最初印象

来访者个子较高，身材匀称，皮肤稍黑，头发自然

卷，衣着整洁，举止沉稳，情绪不外露，语速适中，面

部表情较少。咨询中，来访者身体姿势保持不变，较为

呆板，对咨询师积极回应，愿意倾诉，认知、逻辑思维、

语言表达能力较好，情感细腻敏感。

2 主诉与个人陈述

2.1 主诉

高二开始有轻生想法，持续至今。

时常感到孤独，怕给别人带来负担，总是自己消化

负面情绪，觉得自己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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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睡眠不好，高中时通宵睡不着，现在经常

早醒，上课无法集中注意，学习效率差。从六年级开始，

几乎每天做同一个噩梦：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追杀自己。

有时会从人群中看到那张脸对着自己笑，有时会听到有

个男人大声喊三四声自己的名字，但周围又没有人，总

感觉有人盯着自己看。

2.2 个人陈述

上大学后，时常感觉非常孤独，情绪崩溃时想轻生，

觉得自己不重要。晚上跑步时，想从桥上跳下去，假设

跳下去后的场景：父母要从家里赶过来，他们还没到，

自己就已经死了，这样也省去了很多麻烦。想得到父母

的关爱，但从小他们说教自己：男孩子要坚强，但对姐

姐却很关心，两三天给她打电话。

有一次很难受，先后给女友、父母打电话倾诉都被

指责，最后给姐姐打电话，得到同样的指责，于是情绪

崩溃，对着电话大声哭诉，之后姐姐开始频繁关心自己。

现在很后悔对姐姐说那些话，觉得太重了（眼睛湿润）。

自己的烦恼不想和朋友说，不想麻烦他们，觉得自己不

重要，怕给别人带来负担。

3 个案评估与个案概念化

3.1 个案评估

3.1.1量表评估

来访者的 SCL-90 总分 237 分，SDS 总分=56，UPI

总分=40，应当引起关注。

3.1.2症状评估

来访者情绪低落，低自尊，睡眠质量差，难以集中

注意，有幻听幻觉，伴有轻生念头，且持续一年以上，

多次有“我不够好”、“我不重要”的表达。初步评估

来访者存在抑郁情绪，建议就医做进一步诊断。

3.2 个案概念化

认知上，来访者情感细腻，渴望父母的关爱，但长

期被父母情感忽视，无法和父母建立亲密的依恋关系，

缺乏支持和关爱，形成了“我不重要、我不值得”的负

性核心信念。

行为上，来访者从小被寄养在亲戚家，不敢表达自

己的真实想法，行为拘束，产生了“不要麻烦别人，不

要成为别人的负担”的自动化想法，习得了压抑负面情

绪的行为模式。

“我不重要、我不值得”的负性核心信念，压抑负

面情绪的行为模式和缺乏来自亲人的关心和支持，让来

访者体验了非常多的孤独、抑郁等消极情绪，导致来访

者采用自伤（用小刀划自己）的方式排解负面情绪，有

时甚至产生幻听和轻生想法。

图 1认知概念化图

4 咨询方案

4.1 理论依据

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behaviortherapy，CBT）

是一种结构化的心理疗法，旨在帮助来访者觉察不良情

绪和负性认知，并通过一段时间的练习教授来访者摒弃

不合理的认知、建立合理的认知、纠正不当行为，从而

减少负面情绪，建立积极的行为方式，其中最核心的部

分是帮助来访者改变负性认知
[1]
。

认知行为治疗注重来访者与咨询师的协作和积极

参与
[2]
。首先，咨询师引导来访者觉察负性认知方式，

树立积极的信念，促进思维、情绪和行为上的改变，都

要以良好的咨访关系为基础，其次，咨询目标的确定也

是为了使整个咨询进程更加结构化
[3]
。最后，来访者在

摒弃负性认知和行为方式后，咨询师还要帮助来访者将

新的认知和行为方式逐渐内化为自动化的认知和行为

方式，以使其在来访者未来的生活中起到持续的积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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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4.2 咨询目标

（1）近期目标：和来访者建立良好的咨访关系，

缓解来访者的负性情绪；

（2）中期目标：帮助来访者觉察消极的认知方式，

引导来访者改变负性认知，建立积极的认知和行为方式，

改善睡眠；

（3）远期目标：帮助来访者巩固积极的认知和行

为方式，将新的认知和行为方式内化到未来的生活中，

让来访者学会不断发掘积极的心理资源和支持。

4.3 咨询方法

以认知行为疗法为主，同时将尊重、接纳、共情、

积极关注贯穿于整个咨询进程从而建立良好的咨访关

系。在此过程中，运用以下方法和技巧：

通过倾听、共情、积极关注、澄清、情感表达等咨

询技巧引导来访者表达并信任咨询师，愿意和咨询师一

同觉察；

使用正念放松技巧，帮助来访者缓解负面情绪，改

善睡眠；

运用合理情绪疗法的 ABC 理论，寻找导致来访者陷

入负面、悲观情绪的不合理核心信念
[14]
；

通过布置家庭作业、行为练习等方法，帮助来访者

识别自动思维，并合理应用技巧学会自我调节，增强自

我调节能力；

（5）采用记录“美好日记”的方式帮助来访者找

到生活中的积极事件，以产生积极情绪和信念，形成更

合理的心理认知，并发展新的核心信念。

5 咨询过程

咨询会谈频率为 1次/周，50min/次，共进行 10次。

第 1至 8次为每间隔一周一次，在第 8次结束后，间隔

三个月后（包括寒假）继续第 9次和第 10 次咨询。

需要特殊说明的是，在第一次咨询中，咨询师发现

来访者有轻生意向，便在告知来访者的前提下突破了保

密原则，向学校心理中心报备，并在咨询中建议来访者

到专科医院做进一步诊断。此外，案例发表已获得来访

者知情同意。

5.1 第一阶段：建立咨访关系和心理危机评估（第

1-2次）

本阶段中，咨询师和来访者建立了良好的咨访关系，

评估了来访者的心理危机程度和情绪状态，在发现来访

者有轻生念头并有自伤行为后，根据心理咨询相关伦理

规定突破保密原则，向学校心理中心反馈来访者的心理

危机状况
[19]
。在第一次咨询中，咨询师初步评估来访者

存在抑郁倾向，并建议来访者到专科门诊进行诊断。

5.2 第二阶段：采用 CBT技术正式咨询（第3-7 次）

通过咨询师和来访者的谈话内容，咨询师应用合理

情绪疗法将来访者的负性核心信念和要建立的新核心

信念总结到表 1，将来访者惯用的行为模式及要帮助来

访者要建立的新行为模式总结到表 2。

表 1旧/新的核心信念

旧的核心信念 新的核心信念

（1）我不值得被爱

（2）我不重要

（3）绝对不要麻烦别人，

这样会成为他人的负担

（1）我值得被关心、被爱

（2）我是独特、重要的存在

（3）适当地向他人表达需求可

以增进彼此的感情

表 2旧/新的行为模式

旧的行为模式 新的行为模式

（1）有情绪时用小刀划自

己

（2）不敢找人帮忙

（3）不向他人倾诉烦恼

（1）用运动、倾诉等方式排解

情绪

（2）敢于求助

（3）尝试向他人倾诉烦恼

5.3 第三阶段：重新评估和巩固阶段（第 8次）

在本阶段中，咨询师对来访者的整体状态重新评估。

并巩固了来访者的积极认知、行为训练。来访者睡眠状

况没有太大改善，但来访者学会了用散步、跑步等转移

注意力的方式调整情绪，消除自伤行为，此外，来访者

开始尝试主动和他人建立人际关系。在认知上，来访者

也向积极方向改善，例如，认为自己的存在也是有意义

的，女朋友、好朋友、咨询师都在关心自己，对毕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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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和生活有了新的期待，向往平淡的生活。在本次

咨询后，来访者决定将自己的真实情况告知家人，并做

好寒假回家就医的准备。

5.4 第四阶段：结束阶段（第 9-10次）

在咨询的结束阶段，来访者将在寒假回家就诊的诊

断结果反馈给咨询师：伴异想状态的中度抑郁、中度焦

虑，自述服药后不再做恶梦了，但感觉睡了觉好像没睡

一样，第二天感到疲惫，注意力不集中，一个月后又自

行停药，咨询师建议来访者遵照医嘱服药，并按时复诊，

来访者表示尽量按时服药。

总的来说，来访者就诊后的极端负性情绪减少，做

恶梦频率变少，睡眠质量稍有改善。咨询师建议来访者

在今后保持积极认知和行为练习，坚持运动，需要时及

时寻求专业帮助。

6 咨询效果

来访者的三个量表分 SCL-90=197 分，SDS=53 分，

UPI=40 分。轻生意念消失，并认为轻生是不好的，不再

做恶梦，睡眠状况改善，情绪依然容易波动，每隔两三

天会突然很难过，有被抛弃、委屈的感觉，会强迫自己

冷静5分钟，或去散步吹风。来访者自述对未来仍有希

望感，对大学毕业后的生活有所期待，希望未来是生活

是平静的。

7 案例评价

7.1 咨询师评价

来访者放弃轻生念头，对未来产生期待，但来访者

的情绪依旧反复波动，经常产生难过、被抛弃、委屈的

感觉，幻听幻觉时有发生，因此，学校心理咨询师需要

对来访者不定期回访关注其状态。行为上，来访者学会

了采用散步、跑步、倾诉等方式调节情绪，达到了预期

的咨询目标。

7.2 来访者自评

来访者自述睡眠状况改善，不怎么做恶梦了，但偶

尔听到有人和自己对话，认为轻生的想法不好，还想去

体验很多事情，情绪不好时会强迫自己停下来，转移注

意力。有时觉得平淡的生活很好，未来向往平淡的生活。

8 案例反思

在本案例中，最值得肯定的是良好的咨访关系，来

访者感受到咨询师真诚助人的态度和对自己的积极关

注，因此，在咨询中对咨询师开放，如实表达，愿意完

成家庭作业，采纳咨询师的建议调节情绪。此外，在本

案例中，咨询师的个人风格和来访者较为匹配，咨询师

在咨询中足够关心、尊重来访者，耐心引导来访者自我

觉察，给与来访者积极关注，让来访者感到受重视，能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来访者内心的缺失，对纠正来访者

“我不重要”、“我不值得被爱”、“我不值得被关心”

的负性核心信念起到促进作用。

本案例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咨询效果，但咨询师深感

自身还有很多有待成长和提高的部分。另外，咨询师还

需要思考如何让来访者在咨询中获取的积极资源拓展

和应用到未来的生活中，以便帮助来访者在咨询结束后

仍然有能力应对可能出现的新挑战和生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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