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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化和迅猛发展'幼儿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沙盘游戏作为一种新兴的心理治疗手段'在有关幼

儿的心理问题干预方面效果显著)本文采用个案研究法'以一名
@

岁带有攻击性的抽动症患儿为研究对象'通过为期三个月

的沙盘治疗来考察其效果及作用机理)结果显示(患儿的沙盘作品由$分割&转向$整合&'由$萧瑟&转向$生动&'由$凌乱&转向

$流畅&'作品外在的意象变化反映着患儿内心的成长和人格的整合'与此同时'患儿抽动症状缓解'攻击性行为明显减少)上

述研究表明'沙盘游戏对于缓解儿童的抽动症状有显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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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盘游戏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被创立以来'

就受到了心理学界广泛传播与肯定)虽然其被引进

到中国不过短短二三十年时间'但其发展速度迅猛)

从知网上依据$主题&搜索$沙盘游戏&'自
!""B

年到

!"#$

年出现了
G@@

个搜索结果)但是$沙盘游戏案

例报告&较少'尚未发现跟抽动症治疗有关的报道)

本文拟以一名抽动症患儿为例'初步探究沙盘游戏

缓解儿童抽动症状的机理与效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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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案信息及治疗方法

#一$个案基本信息

贾某'男'

@

岁'足月顺产'现为幼儿园大班学

生)出身农村家庭'父亲外出务工'常年不在家'性

格内向'不善言辞!母亲为普通家庭主妇'个性固执'

处理事情%教育孩子均简单粗暴'不通情理'现怀有

二胎七个月!奶奶中年丧夫'脾气急躁'控制欲强'长

期与儿媳一家住在一起'婆媳关系不和'经常吵架)

贾某出生后'其母亲曾患过产后抑郁'对孩子关怀甚

少'并且据贾某的母亲自述自己比较喜欢女孩'所以

贾某的出生并未给自己带来太多欢喜'贾某稍微长

大一点每每犯了错误母亲都是以打骂等武力方式解

决'母子关系紧张)贾某自小大部分时间跟奶奶呆

在一起'奶奶是一个地道农村老太太'虽不打人'但

斥责吓唬贾某也是常有的)贾某自述最喜欢爸爸'

$爸爸是最疼自己的那个人&'但因为工作原因很少

回来陪他)贾某的抽动症状最早是从四岁半'大概

入园后两个月左右开始的'据老师介绍贾某并不讨

老师和班里同学的喜欢'因为他经常恶作剧'还时不

时打人'最近三个月贾某的症状有加重的趋势'据后

来的了解这可能跟母亲在三个月前查出肚里怀的是

女孩有关'母亲自从查出二胎是女孩'对贾某的态度

更加粗暴)

#二$评估诊断

首先观察贾某在每单位时间"

!"

分钟内#攻击

性行为及抽动行为发生的频次)其中'攻击行为包

括推%踢%咬%抢%打%撞等'抽动行为包括挤眼%歪嘴

等运动抽动和清喉声%吸鼻动作等发声抽动'一天中

抽取
%

个单位时间'共持续三天)结果显示(贾某单

位时间内攻击行为
#=B#

'抽动行为
A=#!

)相比正常

儿童'有明显的抽动行为'且有攻击性)

其次'进行摄入性会谈'根据患者本人及家长老

师反馈的信息'观察患儿的临床表现'结合
CC]L

?%

的诊断标准'初步诊断其为抽动症'且伴有攻击

性)

JP/3*<+P/

"

CZCR

#评定结果提示其异常)

#三$治疗方法

考虑到患儿年纪尚小'语言表达能力不尽完善'

征得家长同意'决定采用沙盘游戏疗法并辅助阳性

强化%绘画技术等手段对患儿进行心理治疗)

二"沙盘游戏等干预治疗过程及作品

分析

整个的沙盘治疗过程持续三个月左右'时间从

!"#@

年
%

月至
!"#@

年
@

月'基本上是一周或两周

进行一次治疗'沙盘治疗一共进行了
##

次'另外辅

助阳性强化法%绘画疗法等治疗手段)

#一$问题呈现阶段

第一次沙盘治疗开始于
!"#@

年
%

月
##

日'幼

儿由奶奶陪同来到沙盘治疗室)在进行第一次沙盘

治疗之前'咨询师跟奶奶和幼儿分别进行了摄入性

会谈'了解了幼儿的基本情况)向幼儿介绍了沙盘

的操作说明之后'幼儿很快对墙角的沙盘产生了兴

趣'并提出想玩一下)第一次沙盘制作持续时间较

长'大概有
A"

分钟左右'幼儿在每次选择完沙具要

摆放之前都要看看咨询师和奶奶的表情'显得很焦

虑'畏首畏尾)奶奶在一旁不时发出很不屑的斥责

声'大意是嫌幼儿摆得太慢'摆得不好'太笨之类的)

大致每一次摆放作品时幼儿都伴有运动抽动或发声

抽动)

图
#

!

第一次沙盘作品!无题

从幼儿的第一次沙盘作品"图
#

#来看'幼儿的

内在秩序建立得并不好'整个沙盘作品给人的感觉

是凌乱%割据'毫无整合感和流畅性'也几乎没有什

么有生机的沙具存在其中'所选用的沙具主要是由

飞机%大炮%车子%武装战士和一些凶猛的恐龙构成'

另外就是一些栅栏围成的一个个区域'这可能反映

了幼儿初次来访'防御很重'咨访关系尚未建立)沙

箱左下位置摆放了一位撑船的渔翁'虽想自由但被

包围得水泄不通'且前方就是两个低矮的隧道'显然

无法通过)整个沙盘作品投射出幼儿当时内在的心

理状态(焦虑和不安%冲突和攻击%压抑和围困)幼

儿的第二次沙盘作品跟第一次差不大多)在第一阶

段'还对幼儿进行了一次绘画治疗)作品见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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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幼儿自画像

图画本身也是一个有效的自我表达工具'它通

往潜意识'投射出作者的内心-

#

.

'它传递的信息远比

语言丰富而有力'透过绘画'也能把无形的东西有形

化'再者'图画也是很好的情绪表达和宣泄的方式)

贾某的绘画作品非常形象地投射其内心)我们从整

体上来观察这幅自画像'它只有脸没有身体'脸也是

残缺的'说明幼儿的自我意识现在尚不完整!尽管给

幼儿准备了多种彩笔'但幼儿自始至终只是用铅笔'

至少证明此时他的内心并不像该年龄段小朋友一般

绚丽多彩'恰恰相反'他很压抑'并不快乐!幼儿的整

个面部表情是悲伤扭曲的!笔触上能看到幼儿在头

发上反复涂抹'乱作一团'反映了他焦虑的内心!从

五官上看'鼻子眼睛都是歪的'跟幼儿的抽动症状不

谋而合'且从他那大而扭曲的鼻子也能反映出他的

性心理发育存在问题'至少他的性别认同发展并

不好)

#二$阻抗和治疗阶段

整个第二阶段是治疗的关键与核心'持续的时

间也最长'包括
$

次沙盘治疗'

!

次面谈)幼儿有了

前两次的沙盘体验'他对沙盘这种$游戏&越来越有

感觉'所以整个的治疗过程虽然艰辛但也算顺利)

图
%

!

第四次沙盘作品!受伤的小男孩

第四次的沙盘作品如图
%?A

所示)第一次的

沙盘作品幼儿并未命名'理由是不知道叫什么)这

次幼儿给沙盘作品起了主题/受伤的小男孩0'并自

称在作品中这个胳膊缠着绷带的小男孩就是自己)

图
A

!

第四次沙盘作品一角

一般在沙盘作品中'受伤的身体投射出来访者受伤

的心灵'这是一个典型的受伤主题-

!

.

'而且在受伤男

孩的面前'赫然面临毒蛇这样一个巨大的威胁)但

是这次的作品比起前几次'我们也看到了代表沟通

的桥梁以及桥梁下那一湾流动的河水'从整个作品

来看'代表攻击性的大型猛兽和武器明显少了许多'

能体现童真的小滑板车和小弹珠出现了'且这次作

品的构图相比于之前'秩序性和流畅性要明显

增强-

%

.

)

图
E

!

第七次沙盘作品!去战斗

沙盘游戏之所以对治疗幼儿的问题行为特别

有效也是得益于来访者的心理能量在沙盘作品里以

一种安全的方式宣泄出来-

A

.

)之后比较有代表性的

是第七次的沙盘作品'幼儿给它起了一个主题叫/去

战斗0)幼儿这次的精神状态比之前有明显改善'抽

动行为明显减少'话语也比之前增多了'脸上带着愉

悦的神情)他说最近有一件特别高兴的事情'就是

爸爸从外地打工回来了'他很喜欢爸爸)他描述说

想去战斗'中心区域的恐龙和战士都是归他指挥的)

显然'该幼儿在沙盘治疗中获得了$控制&的力量)

这次的沙盘作品虽然也有攻击性的表达'但是整体

构图的感觉相比之前舒服多了-

E

.

'幼儿开始学会有

序组织自己的力量'为了目标而不是盲目行动'另外

在整个沙盘作品里'充斥着形形色色五彩的宝石'这

可能标志着贾某自性的力量正在得以有效激发-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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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第九次沙盘作品!无题

第九次的沙盘作品幼儿没有给它命名"图
E

#)

但是幼儿摆放完作品之后自述$心里舒服多了&$非

常满意这幅作品&'大概是因为这次的沙图将幼儿长

期压抑在心底最不敢表达的情绪给展示了出来'即

对母亲的愤怒和攻击'抑或还包括对即将出生妹妹

的排斥)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沙盘治疗'幼儿与咨询

师也非常熟络'防御解除了不少)据幼儿自述'母亲

对自己经常打骂'自己觉得母亲$很讨厌&)当被问

及左下角那个受伤的孩子是谁的时候'幼儿的回答

很值得我们深思'他说$我觉得是这个孕妇将来的孩

子&)

图
$

!

第
##

次沙盘作品!丰收了

#三$转化和整合阶段

幼儿经历了为期三个月的沙盘治疗)最后一

次的作品"图
$

#'他命名为/丰收了0)贾某自述他

自己将这些想来吃水果的恐龙都打倒了'自己种的

这些水果长得都很好'丰收了3 贾某抽动症状产生

的主要原因是母子关系紧张'最近母亲面临生产而

无暇管制贾某'其症状也有所缓解)从第一次到最

后一次的沙盘作品'我们不难看出贾某内心世界的

走向和变化'包括作品的流畅性%整合性和生动性都

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从外在行为上看'其抽动行为

基本消失'攻击行为也比之前减少了许多'由此可

见'沙盘治疗对本个案的效果是明显的)

三"儿童抽动症的原因初探

儿童抽动症的病因目前并不是非常明确'但就

本个案及相关儿童抽动症的案例来分析'有这样几

点因素与儿童抽动症息息相关(

首先'遗传因素)抽动症的遗传方式倾向于常

染色体显性遗传'所以在发病率上'男孩比女孩明显

多些)以本个案为例'幼儿的母亲和奶奶都有不同

程度的冲动行为'这在遗传因素上给幼儿提供了更

多易感性)

其次'精神心理因素)抽动症状在幼儿特别紧

张焦虑时会呈加重趋势'而在幼儿放松时会减轻'睡

眠时消失)这说明突然惊吓%长期心理紧张和焦虑

可能是诱发儿童抽动症的重要原因)本个案也提供

了类似的证据)

第三'家庭因素)家庭中父母不良的教养方式'

长期虐待%打骂和侮辱儿童以及父母关系紧张等因

素都有可能是引发儿童产生抽动症状的原因)

四"沙盘游戏治疗作用机理分析

#一$自由与保护的空间

通常来做咨询的幼儿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有过

不同的创伤经历'他们或者经历过不断被否定'被指

责'或者被抛弃'被冷落'抑或是经历过被虐待'被羞

辱44所有的这些经历构成了一个焦虑无温暖的外

部生活环境'无疑在这种成长环境下'幼儿建构的内

心世界也是恐惧%受伤和动荡不安的)本案例的小

男孩正是如此'他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接纳和尊重'

而沙盘治疗为幼儿提供了一个完全被尊重%被接纳

和自由的活动空间-

$

.

'在这个空间里'幼儿可以完全

按照他的意愿来选择沙具'制作沙盘作品'他不会被

干涉'不会被控制'更不会被指责)他的所有选择和

行动都是他真实意愿的表达'他的无意识得到自然

地流露'而精神分析学派认为'当无意识被意识化'

心理问题便得以解决)

#二$游戏本身的治疗意义

游戏作为幼儿期的主导活动'其本身对于幼儿

的心理发展和人格成长具有重大的意义-

G

.

)就像本

案例的小男孩'在舒展的环境中'他自然会对游戏

"沙盘#产生兴趣)儿童在游戏中'通过主客体的相

互作用'构建和丰富了自己的认知结构!$游戏&一

词'通常与快乐和愉悦的情绪情感联结在一起'幼儿

在游戏中释放了压力'有了轻松的情感体验)此外'

在游戏特别是沙盘游戏中'所有的沙具都是幼儿按

照自己的意志来摆放'这使得幼儿也体验到之前在

实际生活中从未体验到的控制感和操纵力'这在案

例中的小男孩身上也有所表达'这增加了幼儿的$自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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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效能感&!第三'在游戏中'幼儿可以表达很多通过

语言无法表达的情绪和体验!最后'游戏对于幼儿合

作与分享%规则意识的培养%社会交往的发展都有积

极的影响)正如哲学家席勒说($只有当人充分是人

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

是人)&

-

B

.

#三$%母子一体性&的重现

$母子一体性&概念原本是一个医学术语'它指

的是婴儿在出生之后脐带被剪断由此失去了和母亲

的直接联系)在人的潜意识中'人们努力想重回母

体封闭%充满安全感的空间之中)后来'母子一体性

的概念被应用到心理学领域)弗洛伊德曾经说过

$享受过充分母爱的孩子一生充满自信)&在所有的

人类关系中'母子关系是最亲密无间的'母亲给了孩

子生命'给予孩子无微不至的呵护和接纳)尽管本

案例的小男孩一再强调自己$讨厌母亲&'但无爱不

生恨'在他内心深处'他仍然像其他同龄的孩子一样

渴望被母亲疼爱和保护'渴望有母子一体的感觉)

在沙盘游戏中'沙子和水都被心理学家认为是母亲

的象征'通过这两大意象的不断接触'完成了幼儿对

母子联结的重新体验)日本著名心理学家冈田康生

做过这样一个比喻($沙盘游戏唤起你的母子一体

性'就像是重新将人体和母亲连接在一起'经过第二

次孕育'使这个人获得新生)&

#四$自性力量的激活

在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理论中'自性是人心灵世

界整合性的%主导性的能量的原型-

#"

.

)自性是统

一%秩序和整合的原型'它把其他一些原型吸引在自

己周围'就像太阳系中的太阳一样'起着核心的作

用-

##

.

)每个人都有自性的力量'在沙盘制作中我们

也看到了小男孩的自性力量'沙盘正是通过激发求

助者的自性力量'使其真正做到自我觉知'自我合

作'自我接纳'自我整合)

#五$意象的自由表达

我们经常听到诸如这样的描述($和平鸽&%$凌

霜竹&%$傲雪梅&

-

#!

.

'这些其实都是意象的表达'简

言之'意象是外在之物赋予内在之情)在每一个沙

盘作品中'求助者所选取的每一个小物件'甚至他的

每一个动作都是人意象的表达)本案例也不例外)

比如在小男孩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孩子内心深处

的伤痛'但是我们通过小男孩摆放的一个残缺的男

孩沙具就明了了小男孩要表达的意思!再比如小男

孩对母亲的攻击'我们也是通过一个眼镜蛇正对着

一位孕妇这个场景而得以体悟)我们通过这些意象

的表达来感受和探访来访者的心灵'来认识来访者

的无意识状态'来体悟这些意象及其深层涵义)

五"小结和讨论

通过本案例'我们发现沙盘游戏对于幼儿的抽

动症状确实起到了明显的缓解作用!幼儿的攻击行

为明显减少'抽动症状得到缓解)上述种种效果都

得益于沙盘游戏治疗给幼儿创设的自由与保护的空

间'意象的自由表达'$母子一体性&的重现'以及在

游戏中幼儿自性力量的激发和游戏本身的治疗作

用)但是'如果幼儿生活的家庭环境没有真正地得

到改善'母子关系没有本质上的改观'幼儿的症状有

可能继续迁延和发展)绝大部分的幼儿心理问题最

后都会回归到亲子关系和家庭教育这支主干上来)

幼儿抽动症状治疗如果能得到幼儿母亲的配合'并

能对幼儿进行进一步的家庭治疗'其预期治疗效果

将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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