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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重现：来自原生家庭的伤害及反思 ①

廖金花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８１）

摘　要：每个人的成长史都是原生家庭的缩影，童年早期的经验都清晰印刻在大脑中，它没有语言的编码，不能被回
忆或意识，但其影响可能伴随一生。以一例强迫恐惧神经症个案为例，结合个案成长史，发现来自原生家庭的伤害对个

体成长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４个阶段的心理辅导和干预，逐步解决其心理和行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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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更没有思想完全相同的两个人。遗传物质决定了人类最基本的

体貌特征及气质类型，而生活的家庭、地理、人文环境和所处的时代背景则协助基因共同塑造出个性鲜

明、思想独立、行为风格迥异的人们。遗传与环境都以一种独特而重要的方式影响人的认知能力、人格

和心理健康。遗传对一些异常行为和状态，如酗酒、抑郁、亢奋、躁狂等的影响越来越明显［１］。研究表

明，原生家庭对人格发展和心理健康影响深远［２］。

每个人的成长史都是原生家庭的缩影，童年早期的经验都清晰印刻在大脑中，它没有语言的编码，

不能被回忆或意识，但其影响可能伴随一生。按照弗洛伊德性心理发展的观点，口唇期主要学会区别我

与非我，形成安全感，对应悲观、退缩、猜疑；肛门期主要形成清洁习惯和自我控制，对应完美主义、无秩

序、吝啬；性器期可能出现嫉妒及阉割焦虑，对应恋父或恋母情结［３］。心理问题与不适应行为的本质是

本能的释放受到阻碍产生的变形，比如情绪不良、行为问题或是各种身体反应。本我的生物诉求需要遵

循现实自我的处境，并接受道德超我的检验，三者不可调和的冲突会导致焦虑。良好的防御机制（如回

避、认同、压抑、转移、升华）可以化解危机、适应处境，不良的防御机制（如否认、投射、文饰、退化、攻击）

则导致相应的心理或行为问题。此外，父母的人格、教养方式和父母之间的关系，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

着孩子的成长，不良的处境导致深层的自卑感及受限制性的行为表现［４］。

如今，多元文化的侵袭，冲击着每个人的金钱观、是非观和婚姻家庭观。越来越多的婚姻变得功利

世俗，缺少感情基础，甚至没有基本的温情和安全感。合则聚不合则散，不必从一而终的观念使得婚姻

如水中浮萍，随时面临破碎的危险。这种家庭中的孩子受到的伤害可想而知。因此，分析原生家庭的影

响机制及伤害程度，探索治愈的方法和途径，缓解处境不良儿童的情绪、情感和行为问题，提升其自信心

和自助能力，给予最大的帮助和关怀是十分重要且意义深远的。本研究以一例处境不良的恐惧个案为

研究对象，剖析原生家庭对青少年儿童人格发展和社会适应的影响机制，并探索实效的辅导方法。

２　案例
Ｍ，男 ，高中生，主动寻求咨询。仪表整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阳光、有朝气，非常讲礼貌。自述害

怕“尖”的物品，比如铅笔、桌子角等看起来很尖的东西，看到就浑身说不出的难受。原来只是怕笔，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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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凡是看到“尖”的东西都会不舒服，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三个多月。还特别怕死，怕得癌症，怕亲人尤其

是怕妈妈得癌。从来不让妈妈周三来送饭，怕妈妈出车祸。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生怕自己哪句话

不小心伤害了别人。不会拒绝别人，怕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在交谈过程中，来访者有不断地咬手

指、吮吸手指、揉眼睛、揉额头、轻轻地扯自己的头发等无意识动作。与母亲、奶奶相处较多，父母在自己

小学六年级时离婚，继父对他较好，觉得父母离婚没有给自己带来什么影响。在学习上十分刻苦，成绩

较好，在班级的工作中认真负责，作业十分工整，绝不允许自己有一点涂改，否则撕掉重写。

３　原生家庭情景分析
３．１　沙坑和牙签

Ｍ２岁的时候，有一次他爸爸要出去玩，妈妈不让，就把他交给爸爸，爸爸把他扔在了沙坑里，独自
离去。具体什么事情Ｍ不记得了，但清晰地记得自己被扔在沙坑里，这是不安全感的早期原因。４岁的
时候，家里来了一个邻居小女孩，手里拿着一个好玩的玩具。他也十分想要，在争抢中小女孩拿起筷子

要戳他的眼睛，他十分害怕于是向爸爸求助，而爸爸正在使用牙签剔牙，爸爸没有帮忙反而用牙签指着

他，并厉声斥责了他。牙签、筷子是他产生恐惧的早期原因。

３．２　奶奶的严格要求
Ｍ５岁时被送到广东中山爷爷奶奶家，因此，Ｍ具有从一个城市流动至另一个城市的经历，并具有

文化与城市适应的早期体验。奶奶平时对他要求很严，记得语文拼音“ｕｎ”和“üｎ”总读不好，奶奶罚他
在洗衣板上跪了半小时。回忆完后马上替奶奶说好话，说奶奶其实对他很好，自己是长孙，要求严一点

是应该的。强迫症患者一般有追求完美的特征，Ｍ也不例外，这种特征跟奶奶对他长期的严格要求不
无关系。

３．３　爸爸的不负责任
Ｍ小学五六年级时，爸爸妈妈离婚了。那时爸爸整天在外花天酒地，不管他和妈妈，生活完全靠妈

妈一个人打工维持。Ｍ怨恨爸爸不是一个好老公、好爸爸，也不是一个好儿子、好公民，毫无责任感。
他觉得妈妈太可怜了，所以他必须要像个男子汉一样保护妈妈，做一个好儿子，还发誓绝对不做像爸爸

那样的男人。对父亲的极度不认同是他不安全感的重要来源，对自己严苛要求也是强迫的根源之一。

３．４　妈妈的过度依恋
妈妈觉得没能给 Ｍ一个完整的家特别亏欠他，因此十分疼爱他，竭尽所能满足其需求。在生活和

工作中，妈妈的许多事情都征求他的意见，向他倾诉委屈，很多事甚至需要他来决定。妈妈经常教导 Ｍ
凡事要往坏处想，要能吃苦不可以“骄奢淫逸”，否则就是没出息。妈妈将这种负性能量传递给了Ｍ，使
其从小就压抑自己的快乐，生怕妈妈不高兴，妈妈正在受苦，所以“我”也要受苦。这是一种习得性的自

我精神虐待。妈妈的过度依恋，给 Ｍ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小小年纪就要承受如此沉重的责任和爱。
原本该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童年，却背负着整个家庭的压力，而且是那些本不该属于他的压力。这种

负性情绪的长期侵染，使Ｍ习得一种适应不良图式。

４　辅导过程及结果
４．１　案例分析及诊断

通过摄入性会谈了解Ｍ的成长经历、既往病史、家庭关系等基本资料，并向其母亲和班主任进一步
了解其一贯表现，结合Ｍ的自述及对其行为观察，初步分析如下：１）来访者仪表整洁、语言流畅，主动求
医，自知完好，无个性改变，无器质性病变，无幻觉、妄想，排除精神障碍；２）害怕铅笔与现实处境不符，
属变形的心理冲突，对所有“尖”东西都害怕，症状已经泛化；３）按照许又新对神经症的定义和简易评定
法：症状持续时间三个月以上，病程为中程记２分；精神痛苦无法自行摆脱，属重度记３分；学习和生活
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尚能够上学，社会功能轻度受损，记１分，总分６分。但考虑到来访者正面临高
考压力，情绪紧张在所难免，考虑为可疑神经症；４）症状：恐惧，对“尖”东西的害怕；广泛焦虑，担心自
己、亲人生病，担心妈妈出车祸，担心自己得罪人、人际关系不好等；强迫，头发一丝不苟、作业不允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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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涂改，否则撕掉重写，反复摸头发；无意义动作，咬手指、吮吸手指、揉眼睛、揉额头等无意识动作，反

应其内心焦虑不安。

鉴于学校心理辅导并非是纯粹意义上的心理咨询更不是心理治疗，同时考虑Ｍ处于心理发展尚未
成熟的阶段，避免贴标签带来的不良影响，并未对Ｍ下某一个神经症的诊断，而是针对他的一系列症状
进行相应的辅导。

４．２　辅导过程
第一阶段，建立良好的咨访关系，确立咨询目标。表达热情与真诚，并适当共情和正向关怀，引导Ｍ

关注当下的不良情绪并针对其不良情绪采用情绪宣泄法，给其足够的时间把愤怒、不满和委屈全部诉说

出来，减轻当下的情绪困扰。

第二阶段，继续无条件积极关注。运用认知疗法，使Ｍ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对原因进行
客观分析，探讨归因风格对事情结果的影响。针对其广泛焦虑和担忧，采取埃利斯的理性情绪疗法，找

到其非理性信念，纠正错误观念，建立新的认知图式。

第三阶段，核心症状的治愈阶段。首先，为了更加全面了解 Ｍ以往经历，还原其早期生活的场景，
协助Ｍ进行自由联想，追溯儿时的记忆，找寻恐惧和强迫的早期经验。其次，梳理其过去负性记忆事件
对现在生活的影响，并用积极想象技术处理 Ｍ对人物的负面情绪，如对父亲的怨恨、母亲的过分期待
等。最后，针对其恐惧症状，进行系统脱敏疗法，有效解决了其害怕尖锐的东西这一核心症状。

第四阶段，帮助Ｍ建立自信。针对Ｍ的无助感，采用了意念放松，用“能量球”给予了能量输入，引
导其进行积极的自我暗示，使其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克服困难、走出阴霾。与 Ｍ探讨其拥有的社会
资源，及如何使用这些资源来辅助自己的学习和生活。

第五阶段，跟踪回访。关注Ｍ的后续生活、学习状况。鼓励其用乐观的解释风格看待生活和学习
中的问题，并自主解决这些问题。

４．３　辅导结果
在长达８次咨询，历时一年的辅导跟踪下，Ｍ预后良好，考上了某省一所重点大学。他自述宛如重

获新生，在大学积极参加社团活动，并且很乐意帮助有相同心理困惑的学弟学妹们。

５　结语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孩子在这里习得最初的行为和生活应对方式。每一个有心理问题或障

碍的孩子背后一定有一个不健康的家庭。孩子内心的每一道伤口，都是一次原生家庭的裂变，无数次裂

变造就了最后遍体鳞伤的孩子：他们轻则学业不良或出现品行问题，重则导致明显的人格缺陷、精神障

碍，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学校教育和心理辅导可以给学生传授知识、技能，可以用爱心感化学生

心里的寒冷，可以用行为主义疗法矫正其不良行为，也可以用人本主义疗法塑造其自信心。但是那些根

植于孩子内心深处的伤害，那些已经习得的应对模式和深层错误观念，想要彻底纠正改变，岂是一朝一

夕的工作可以做到的，又岂是几次心理咨询就可以完全治愈的呢？本案例的来访者Ｍ在整个咨询过程
中，经历了痛苦－绝望－正视痛苦－转化－接受－升华的过程。作为老师，看着孩子如此痛苦不堪、在
水深火热的记忆中挣扎，是多么的心痛；作为咨询师，见证来访者回溯过去、经历痛苦、完成蜕变、一次次

反复又一次次找寻自我、最终走向治愈，又是多么的欣慰！

更多的教育工作者应关注和关爱问题家庭的孩子，尽力抚平他们内心来自原生家庭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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