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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介绍了心理治疗的主要理论流派发展趋势、在中国的发展现状与

展望。心理治疗是治疗各类心理障碍、促进个体和群体心理健康的科学方法，最

早起源于精神分析治疗，之后发展出包括认知行为治疗、家庭治疗、存在主义与

人本主义指导的心理治疗等学派。心理治疗经历了百年发展后，出现了现代心

理治疗百花齐放、各流派取长补短、相互进行整合的局面；循证实践

（+,-./01/2345/.67418-1/，+'9）成为科学心理治疗的重要基础，并与神经科学结

合，成为心理治疗的重要发展趋势。心理治疗在中国经历$%多年的准备阶段后，

开始进入一个大发展的职业化阶段。目前，心理治疗在中国存在的问题有：（)）

缺乏对心理治疗理论模型的高水平研究，缺乏对将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心理治

疗理论、技术结合及创立中国式的心理治疗理论的研究；（$）缺乏有效行业管理，

心理治疗专业人员数量远不能满足民众需求；（:）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尚未被列入

心理学二级学科，限制了心理治疗的专业人才培养。最后，作者建议提高管理及

培训水平，促进不同学科的合作研究，以促进中国的心理治疗整体水平的提升和

发展。

【关键词】心理治疗，理论体系，发展趋势，职业化，循证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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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治疗：理论学派、
研究及发展!

)引言

心理治疗是临床心理学中最重要的内

容之一。心理治疗（65F1GH8G/746F）是指在

良好的治疗关系基础上，由经过专业训练的

心理师运用临床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和技术，

对心理障碍患者进行帮助的过程，以消除或

心理行为与社会文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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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患者的心理障碍或问题，促进其人格向健康、

协调的方向发展&#'。

心理治疗起源于弗洛依德（($)*+,-）于#.世

纪末创始的精神分析。弗洛依德在其临床实践工

作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并总结经验，提出了潜意识/

意识分层的观点和人格结构理论，其#.""年发表

的《梦的解析》一书成为精神分析学说创立的标

志，同时也成为心理治疗的起始。

!"世纪初，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也在著书立

说，例如华生（0$123456）于#.#7年在其论著中提

出了行为是由环境决定的观点；!"世纪7"年代斯

金纳（8$(9:66+*）提出了操作性条件反射的原理。

研究者们采用动物实验的方式，发现和论证了一

批行为治疗的原理。至!"世纪;"年代，研究者们

将这些原理应用于进行行为矫正，这些成果在<"

年代初被应用于心理治疗的临床实践之中。

罗杰斯（=$>5?+*4）于#.@!年发表了专著《咨

询与心理治疗》。他认为，有机体均具有自然实现

的倾向，只要创造一个温暖、安全、自由的治疗环

境，来访者就可以达到自我的改变，迈向个人成

长。他以来访者为中心治疗的出现使心理治疗领

域的格局产生了极大改变。此前心理治疗是医生

的天下，心理治疗学派以精神分析为主。此后，大

批非医学专业的人员加入心理治疗领域，促进了

心理治疗不同学派的发展。

在!"世纪六七十年代，认知治疗开始崭露头

角。这一学派强调认知对人的情绪和行为的影

响。认知治疗的产生使心理治疗领域长期存在的

精神分析和行为治疗两大流派的对峙出现了转

机，从中起到了沟通和融合作用，对其后全球性心

理治疗方法趋于整合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

!心理治疗理论与学派

心理治疗的理论模型发展迅速，迄今已有几

百种之多。在众多的理论模型中，当今专业领域

中最具影响的主要有@大取向的治疗模型类别，即

精神分析取向的治疗、存在主义和人本主义取向

的治疗、行为和认知取向的治疗及系统观的家庭

治疗&7'。

!$#精神分析学派

早期为弗洛依德创立的经典精神分析。弗洛

依德强调早期经历的影响，强调人的心理现象没

有偶然的或碰巧的事情，均由人的无意识决定。

人的意识分为7个层面即：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

（A6B564B:5,4），人有许多潜在的心理活动处于无

意识中。人格由本我、自我和超我组成；本我处于

无意识层面，有许多本能的欲望存在于此，想要不

断表现出来；自我是在本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部

分处于意识层面，部分处于无意识层面；超我是在

自我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人格部分，部分处在意识

层面，部分处于无意识层面，超我内化了社会的道

德规范，并照此行事。自我需要根据现实是否适

宜，超我是否同意以决定是否可以允许本我的欲

望表达出来，当自我应对失败时，无意识中本能的

欲望会以心理症状的形式表现出来。精神分析治

疗通过不同方法让病人对症状背后隐含的无意识

的欲望达到领悟，从而使症状减轻或消失。

新精神分析学派，沿袭了精神分析重视早期

经历对人影响的传统，并对弗洛依德的一些重要

观点进行了修正，例如：客体关系（5CD+B3*+E23:56）、

自我心理学（+?5F4GBH5E5?G）、自体心理学（4+EI

F4GBH5E5?G）等学派&@'，这些学派强调个体早期父母

或主要养育者对人体人格发展的影响，认为早期

人际关系的模式（与儿童早期照看者的依恋关系

模式）会在个体其后与他人的交往中反映出来，也

会在心理治疗以移情的方式呈现。治疗即通过对

来访者的移情的解译，同时治疗师通过对反移情

的觉察来理解患者的投射及投射性认同，在治疗

过程中通过治疗关系来帮助病人整合其心理创

伤，促进其人格改变和自我功能的改善。

!$!存在主义和人本主义学派

存在主义和人本主义治疗（+J:43+63:2EKH,L26K

:43:B3H+*2F:+4）包括多种疗法：存在主义疗法（+J:4K

3+63:2E3H+*2FG）、来访者中心疗法（=E:+63KB+63+*+-

3H+*2FGM后改称以人为中心疗法 F+*456KB+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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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塔疗法（(#)!%*!!"#$%&'+又译

完形疗法）等。

例如，存在主义疗法强调个体成为一个

完整的人的重要性，强调应以多种不同的方

法去理解人的内心主观世界。来访者中心

疗法由罗杰斯创立，认为个体具有指向健康

和个人成长的潜能，而且具有实现这些潜能

的倾向。心理失常的产生，是因为其环境出

了问题，使个人自我实现的倾向受到阻碍。

罗杰斯强调治疗关系，认为治疗师与来访者

建立起真实的关系，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

会促使其朝向个人自我实现和对社会具有

建设性的方向发展。

总体而言，这类治疗重视治疗过程中的

体验，强调治疗关系对于治疗效果的重要意

义，被认为是“体验和关系取向”疗法,-.。

/0-认知行为治疗学派

这一取向的治疗学派包括行为治疗

（1#"%234$!"#$%&'）以及各种认知疗法（5467

83!32#!"#$%&3#)）。

行为治疗采用经典条件作用、操作性条

件作用和社会学习理论解释异常行为的形

成。经典条件作用原理是指条件刺激与无

条件刺激反复结合后，原本为中性的条件刺

激单独呈现也会引发条件反射；操作性条件

作用原理是指有机体对特定刺激做出反应

后的强化可改变此前有机特定反应的频率；

社会学习理论进一步认为，人的行为不一定

要通过强化才能习得，通过社会学习－模仿

即可获得。行为治疗认为，行为的异常是通

过学习得到的；治疗就是要通过学习新的适

宜的反应，矫正非适应性的行为反应。

认知治疗中贝克的认知疗法（946837

!32#:"#$%&'）和埃利斯的理性情绪疗法（;%7

!348%*<=4!32#:"#$%&'）最具影响。认知疗

法认为，人的情绪和行为是由人的认知中介

的，而人的歪曲的认知及核心信念是引发个

体情绪困扰及行为问题的原因。认知疗法

通过寻找替代性认知、对认知进行验证等认

知重构的方法改变认知的歪曲，以减轻心理

障碍的影响，消除情绪困扰。

目前行为治疗越来越重视认知因素的

影响，而认知疗法也重视行动在改变中的作

用，二者结合日益紧密，被统称为认知行为

治疗。

/0>家庭治疗

家庭治疗?@%=3*'!"#$%&3#)A是一个大的

治疗类别，包括多种以家庭为治疗对象的疗

法，例如结构式家庭治疗、系统式家庭治疗、

策略性家庭治疗，还包括了不同学派的家庭

治疗：心理分析家庭治疗、行为家庭治疗等。

各种家庭治疗的共同之处是将家庭看

作一个系统，家庭成员是相互关联的，个体

的问题是家庭问题的反映。因此，治疗关注

的是整个家庭，从整个家庭入手进行干预。

通过治疗打破家庭原有的维持症状的动态

平衡，改善家庭成员间的相互交流，提高家

庭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家庭寻求和建立新

的平衡。总体而言，家庭治疗的目标是消除

异常情况，执行健康的家庭功能。

-心理治疗的发展趋势

-0B心理治疗的发展倾向

从目前检索到的文献看，心理治疗目前

发展主要有下列突出的倾向：

（B）如何使心理治疗更有效是心理治疗

面临的重要问题。循证治疗因此应运而

生 。 循 证 实 践（<23C#85#71%)#C&$%5!35#，

<DE），是指把最好的研究证据、治疗师的临

床经验以及对病人的选择和评估这-个方

面结合起来，作为对某个病人制定治疗方案

的依据,F.。美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分会、

美国精神病学会等重要学术组织，均对经过

多个临床研究验证并确认有效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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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临床手册的方式向专业人员推荐。最初循证治

疗的研究集中在认知行为治疗的疗法，近年来，包

括精神分析性心理治疗也开始采用循证研究的方

式验证治疗效果，推荐有关治疗模型&'(；

（!）将西方的心理治疗理论和方法与东方的

哲学思想与方法结合是国际心理治疗发展中一个

明显的趋向，对正念（)*+,-./+011）疗法的发展及

相关研究的兴起即是一个突出的例证。正念疗法

被誉为认知行为治疗的第三波。目前在国际专业

刊物上有多篇文献，讨论了正念干预对不同障碍，

心身疾病的干预效果，例如对焦虑障碍、癌症的干

预等&%，2(；

（3）如何使心理治疗更为便捷，利用计算机和

网络进行心理治疗干预是近年来另一突出的发展

趋势。例如欧洲几个国家的心理治疗师联手进行

的对社交焦虑障碍患者的网络心理治疗&4(，利用网

络帮助来访者采用自助式认知行为治疗方法以摆

脱症状的困扰，获得了良好的效果。其他研究结

果还包括对过度吸烟、酗酒的网络治疗干预方案

等&#"(。

3$!心理治疗研究的趋向

在心理治疗研究方面，下列研究趋势明显：

（#）心理治疗与认知神经科学结合的临床治

疗研究（56)7*+08*9:+0.;67*6/6<=90>:+*?.01）是

值得注意的新的发展方向。一些对强迫症、惊恐

障碍、社交恐怖症、边缘人格及单相抑郁症的神经

脑影像学的研究表明，心理治疗可显著影响大脑

活动&##(。个体的想法、信念、感受、意志等，均可显

著影响大脑的功能，而心理治疗不同学派的干预，

正是通过改变个体的想法、信念和感受等进行工

作的；

（!）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结合的倾向。例如

对心理咨询及治疗的过程@效果研究&#!(。A*//等人

&#3(发展了对心理治疗效果进行研究的共识性质性

研究方法（>6+10+1.B/?.B/*9B9*C0;010B;>:D5EF），

目前在心理治疗的过程研究中得到越来越多的使

用；

（3）循证治疗的研究多采用F5G设计，以相

同标准同时在多部门联合开展相关研究以考察和

验证某心理治疗模型的效果&#H(。

H心理治疗在中国的发展状况

H$#心理治疗在中国的总体发展状况

精神分析的理论在!"世纪一二十年代就已

传入我国，但心理治疗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几次

大的波折。一次是#43%—#4HI年的抗日战争阻

断了这一领域工作的开展。新中国建立之后，学

术界受到前苏联的影响，对弗洛依德的学说持批

判态度，仅巴甫洛夫的观点得到传播；I"年代末至

'"年代初，心理学工作者和精神病学工作者一起

创立了主要针对神经衰弱进行治疗的一种心理治

疗方法，当时称之为快速综合疗法，并将其运用于

患者的治疗。但这一工作激发起来的对心理治疗

的兴趣，又因遭遇#"年“文化大革命”而停滞&#I，#'(。

心理治疗真正的发展从2"年代末至4"年代

初才逐步开始。随着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心

理治疗的需求极大地促进了心理治疗的蓬勃发

展。自2"年代以来，心理咨询与治疗在中国经历

了准备阶段、初步发展阶段并开始进入了职业化

进程阶段&#%(。

H$!对不同学派理论技术的应用

在多年的实践过程中，中国的心理治疗专业

人员也在尝试发展自己的心理治疗模型。在此方

面最为突出的代表为钟友彬的认识领悟疗法和张

亚林、杨德森等创立的道家认知疗法&#2(。钟友彬

的认识领悟疗法属于短程心理分析疗法，以精神

分析的部分理论为基础，结合了自己的技术方法，

适用于对社交恐惧症、暴露症等的治疗；张亚林、

杨德森所倡导的道家认知疗法则是基于中国道家

哲学的处世之道，并结合现代心理治疗的方法而

创立，此疗法对治疗焦虑障碍具有良好疗效。

除上述治疗方法外，国内心理治疗所应用的

主要为西方的治疗理论和方法。龚耀先、李庆珠

曾于4"年代对HI%个开展心理治疗的单位进行调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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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研究!"#$。结果表明，当时我国的专业工作

者应用最多的心理治疗方法依次为行为疗

法、认知疗法、支持疗法、心理分析、森田疗

法、生物反馈、催眠暗示疗法、来访者中心疗

法和钟友彬的认识领悟疗法。

在其他研究中，也发现认知治疗、行为

治疗、精神分析、家庭治疗以及来访者中心

治疗等为专业人员应用较多，而来自本土的

疗法，例如认识领悟疗法使用较少!%&$。

'()研究现状

赵山明等人对我国"*#"—%&&&年的文

献研究发现，行为治疗文献最多，"**'年后

认知疗法的文献快速增长，与此同时，精神

分析治疗的文献增长也处于较高水平!%"$。

虽然文章发表数量增加较快，但心理治疗方

面的文章大多为治疗前后对照研究以考察

治疗的疗效。

与国际发展趋势相一致的研究表现在

循证治疗研究方面，目前国内已经开始开展

对焦虑障碍等进行认知行为治疗的操作手

册的研究!%%$；对正念疗法效果的研究也在开

展!%)$。此外，利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心理治疗

的干预及研究的尝试也初露端倪!%'$。

与此同时，国内一些研究者也开始了对

心理治疗过程+效果的研究。国外相关研究

中共识性质性研究方法（,-./0./1234123562+

657080/028,9:;<=）也被引入到研究中!%>$。

研究内容涉及会谈的深度、会谈中来访者的

行为及体验、阻抗、工作同盟、治疗技术等。

国内进行心理治疗与咨询的过程+效果研究

较少，但江光荣提出了一个有关心理治疗与

咨询会谈深度的三维度模型，包括情感维

度、个人化维度和时间维度，以评估在心理

治疗、咨询过程中咨询师与来访者之间的活

动过程所达到的深度，并发现情感维度对会

谈深度的评价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虽然设计良好，但与国际发展趋势可以

比拟的研究仍然很少，总体而言，近年来国

内各种心理治疗方法的文献量均呈现出一

致的增长态势，这表明心理治疗在国内总体

处于大发展的时期!%"$。

>心理治疗在中国发展的方向及建议

>("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心理治疗专业领域中，目前存在

的问题是：

（"）在专业发展和研究方面，缺乏对心

理治疗理论模型的高水平研究，缺乏对将中

国传统思想与西方心理治疗理论、技术结合

及创立中国式的心理治疗理论的研究；

（%）在专业管理方面，缺乏政府层面的

有效管理，缺乏对专业人员的准入、伦理、继

续教育等方面的管理；对目前专业人员数量

远远不能满足民众需求方面尚缺乏长期的

管理目标和计划；

（)）在人员培训方面，在高校的学科建

设方面，尚未将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作为心理

学的二级学科。在美国，心理治疗专业人员

须经高校系统的研究生训练，进行)年或以

上的理论与技术方法的学习，以及约"年的

临床实习，获得博士学位，并得到专业学会

认证，考取相关执照后方可从事心理治疗职

业；在欧洲，专业培训时间在)%&&—'%&&

小时或以上。由于缺乏高校的相关专业的

人才培养，目前从业的心理治疗专业人员许

多未经系统的培训，大部分的培训来自各种

短训班，缺乏临床实习及督导，致使许多人

常常无法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发展方向及建议

一项对中国精神障碍的研究表明，我国

"#岁以上人口的各种精神障碍总发病率为

"@(>A

!%#$，由此可见，需要进行治疗和咨询的

人员有"亿以上。其中需要由精神科医生

进行以药物治疗为主的重性精神病人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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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绝大部分障碍为各种抑郁、焦虑障碍、人

格障碍等，这部分人可以通过心理治疗获得帮

助。如果按照奥地利!""#年的心理治疗师等与当

年居民人口的比值#∶#'#'的比例，我国全部居民

未来共需(&万心理方面专业人员)!*+。

面对上述挑战，我们的建议是：

在管理方面，确立相应的政府管理部门，制定

有关心理治疗的管理条例，包括专业人员的准入

标准及后续管理等内容；发挥心理学专业组织的

作用，制定和应用临床心理学工作的伦理规范，组

织继续教育培训；以政府和专业组织双重管理的

模式，促进心理治疗领域专业化发展进程。

在心理治疗人才培养方面，首先确立临床与

咨询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科的二级专业，按照专业

需求，系统进行临床心理学研究生的培养，以真正

培养出具有胜任心理治疗工作能力的人材，以满

足国内日益增长的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

在心理治疗理论和方法方面，需要紧跟国际

研究发展方向，让西方的心理治疗理论技术更好

地为我国人民服务，另一方面也要注意结合我国

的文化及民众特点进行心理治疗理论模型的改进

及创新，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治疗理论模型

方面做出积极尝试。

在研究方面，提倡开展多中心的合作研究（例

如进行针对某一障碍的特定心理治疗的循证研

究），提倡与不同学科的研究者进行合作研究（例

如心理治疗人员与认知神经科技工作者合作对特

定障碍者经心理治疗前后的脑影像学变化的研

究）等),"+，以研究促进中国的心理治疗整体水平的

提升和发展。

致谢 本文在完成的过程中得到杨寅、童尧、陈

瑞云、丁欣放和岸本鹏子的帮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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