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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家庭治疗概述

家庭治疗，以整个家庭作为治疗的单位，着
重的焦点在家庭成员间的互动关系和沟通的
问题，是处理人际关系系统的一种方法。

家庭治疗含义



它超越了过去只关注个人内在的心理冲突、行为

模式和人格特征的局限，把个人放在家庭系统中

去了解并进行治疗。因而，家庭治疗其实是一种

系统治疗。



个体咨询与治疗：

  以个人为问题的重心，探讨来访者对目前生活及
相关他人的想法及感受，家庭的状况及其人际关系
等等。
•  个案的主诉为主



结构派家庭治疗

通过与家庭会谈，观察个体与家人之间的关
系。焦点不是个体心中的互动模式，而是可
以直接亲身体验到个体与家人的互动。
   直接观察，亲身体验，活现



二、  家庭治疗的基本概念

家庭结构通俗的讲就是一种家庭成员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的常规，是家庭里多年来形成的那些一
致的、重复出现的、长期存在的习惯和规律。

家庭结构



• 在家庭成员之间反复互动的过程中形成

• 一旦形成，反过来影响互动

• Smith家的案例

• 例：妻子罗嗦丈夫逃避妻子更罗嗦丈夫更逃避……

• 互动模式规则强化结构

• 如何发现家庭的结构？

• 通过观察家庭成员的互动，结构才会凸现出来

• 不断变化：随家庭的发展，也需要形成新的结构

• 如，第一个孩子出生后

家庭结构



是由家庭中的个
人、两人或更多一些人组成的家庭中的小团体。

• 家庭系统借由亚系统来分化与执行功能

• 由辈分、性别、兴趣或功能组成
• 夫妻亚系统：
• 亲子亚系统：父子亚系统、母子亚系统
• 兄妹亚系统
• 个体本身也是一个亚系统

子系统



• 夫妻子系统是由家庭里有婚姻关系的人组成的子系统。
夫妻子系统是一个家庭的基础，是家庭系统中等级最高
的子系统，这个子系统中的任何功能失调都必然影响到
整个家庭，并使孩子成为替罪羊，无论父母何时发生冲
突，孩子都被迫选择与一方形成联盟来反对另一方。

夫妻子系统



• 为了相互适应，夫妻要建立好恰当的界限，以维护和加
强夫妻子系统的功能。首先子系统内部的界限要适当，
既不能松散：如夫妻俩始终保持一体化，没有各自独立
的空间，没有各自的朋友；又不能僵化：如俩人很少时
间共处，各睡各自的屋，各休各自的假，各花各自的钱。
其次夫妻子系统外部界限也要恰当，以便和各自的原生
家庭分开。

夫妻子系统



• 亲子子系统是父母与孩子构成的关系联接，它是孩子成
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夫妻必须对孩子的抚养和教
育方式，以及夫妻双方的相互支持进行协商，以达成一
致并互相配合。

•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不同的发展阶段，发展目标和任
务也有所不同，父母的教养方式也必须随之做出相应的
改变。婴儿最主要的是需要养育和保护。儿童需要指导
和管教，青少年则需要独立和责任。

亲子子系统



• 当家庭中第二个孩子出生时，孩子们的第一个同辈团体
就形成了，他们组成了家庭中的手足子系统。兄弟姐妹
关系是人际间存在最为持久的关系，甚至可延续到整个
一生。

• 对孩子来讲，加入到手足子系统中，可以使他们获得与
同辈交往的经验，发展出妥协、合作、竞争与相互支持
的模式。他们会学习怎样去交朋友，怎样去建立联盟，
怎样在屈服时保全脸面，以及怎样让自己被认可。

手足子系统



• 家庭里的界限，是指个体、子系统或系统同外部环境分
开的无形的边界线，是一种情感的屏障和距离。

• 界限应为清晰的、半渗透式的、松紧适度的

• 家庭关系介于“疏离性”与“黏密性”中摆荡，清晰的
界限给了家庭里的每一位成员既有“我”的独立感，同
时又有“我们”的归属感，过度偏颇都不好。

家庭界限





• 僵化的界限则使家庭成员彼此间的人际距离很大，关系
显得较为疏离。在僵化的家庭中，父母和孩子的世界是
明显地相互独立的，两个子系统的成员都不愿意或都不
能进入彼此的世界。由于父母与孩子在需要时不能改变
或越过子系统的界限，虽然成员的独立性保持了，但彼
此的感情交流通常很缺乏。这种家庭成长的孩子可能比
较独立，但代价是孤独，缺乏忠诚和归属感。

家庭界限



由于过于模糊和不明确，因此很容易被
其他人侵入，而使家庭成员过分地关心和陷入彼此
的生活之中，常常导致相互缠结的困境。在缠结的
子系统里，家庭成员虽然可以得到很大程度的相互
支持，产生强烈的归属感，但却是以牺牲每个成员
的自我发展为代价的。一个家庭成员无论发生什么
事，整个家庭都会产生反应。

家庭界限



• 从家庭治疗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的语言、行为和情绪是
和家庭中另一个或几个人的语言、行为或情绪有着密切
的相关性。如果系统中的某个人发生了变化，关系网络
就变了；另外的人自然也就会因此受到影响而发生变化

• 互补并不意味人们会在关系中互相控制而只是表示他们
互相影响 

互补性



•家庭的沟通模式是依赖各成员之间的不同，而互补
不足 

• 夫妇间一个追，一个走的关系模式 
• 亲子之间父母过份努力，孩子过份被动的模式 
• 功能过度与功能不足 
• 支配与服从 

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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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文本

缠结型
的家庭

A

疏离型
的家庭

B

家庭等级
错位

C



（一）缠结型的家庭

•在缠结的家庭里，各子系统
之间的界限是模糊和松散的，
家庭成员人际间的距离比较
近，一旦家庭有事情，成员
反应过快，彼此卷入过深，
常常造成相互缠结，如过度
依赖过度关心。



缠结型的家庭案例

• 一对结婚十年并有两个孩子的夫妻，因丈

夫的早泄问题来咨询。

• 目前，他们是以一个联合型家庭的形式生活在

一起。整个居住条件是租的一套不到80平米两

房一厅的房子。这个大家庭一共住有12个人，

10个成年人，2个孩子。其中包括：丈夫的父

母、丈夫的姐姐和姐夫、夫妻及两个孩子、丈

夫的妹妹及男朋友、丈夫的弟弟、丈夫的表妹。



（二）疏离型的家庭

在疏离型的家庭里，子系统
之间是僵化的界限。家庭成
员彼此间的人际距离较远，
以至于成员需要帮助时，家
庭不能及时、有效的提供支
持。



疏离型的家庭案例

• 一个三口之家，女儿21岁，读大学二年
级。三个月前，和女儿谈了三年多的男
友提出分手，因为他和别的女孩好上了。
女儿不能接受现实，心里非常痛苦，甚
至想用死来解脱，父母和亲友怎么劝说
也无效。看到女儿这样辛苦，父母也非
常难受，无心工作，故来寻求心理咨询
的帮助。



（三）家庭等级错位

•在家庭的组织架构中，位于
最高等级的应该是夫妻子系
统。夫妻关系的强度和持久
性对家庭的稳定性至关重要。
然而在不少家庭里，由于未
能设立好恰当的夫妻子系统
界限，使外界的干扰变得很
容易，尤其是被孩子的侵入。



四、治疗步骤与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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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构式家庭治疗的治疗程序

米纽钦在《家庭与家庭治疗》的书中，将结构式家庭治
疗的治疗过程简单概括为：治疗师以领导者的身份进入
家庭，勾画出家庭潜在的结构，然后采取干预措施改变
这一结构。这个过程看似很简单，而且有一个清晰的计
划，其实它又是极端复杂的，因为家庭的模式是变化无
穷的。



•这既是家庭治疗的开始，更是家庭治疗的基础。但是，

这种进入不是指在物理空间意义上的进入，即治疗师

本人与家庭坐在一起，而是指治疗师的心灵或情感融

入家庭，与家庭成员打成一片。这个过程是治疗师通

过适应家庭文化、情绪、生活方式和语言，加入家庭

并与他们建立融洽的治疗关系而完成的。

1、进入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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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家庭的技巧：加入

治疗师要了解来访的每个人的名字，与每个人都打
招呼，鼓励他们参与交流，但是并不强求他们一定
要做出相对的反应。可以允许某些成员沉默甚至阻
抗。
在刚开始与家庭成员的问候，应该表达治疗师对家
庭等级和组织的尊重，比如治疗师可先让父母来介
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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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家庭的技巧：加入

对待儿童应当用与他们自身特点相应的方式来招呼他们，
尽可能用简单和具体的问题与他们交谈。
对于青少年，要避免客套和空洞的问题，要问些有新意
的，如“你最不喜欢学校的什么？”最好不要问他们目
前所面临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之前已经被反复提及过
多次，让他们很反感或难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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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家庭的技巧：加入

模仿（Mimesis）是一种加入技术。是指治疗师通
过模仿一个家庭的举止、风格和情感形式，来加入
家庭以巩固治疗师与家庭的治疗结盟的过程。



31

比如，在一个习惯于较慢反应速度的家庭里，治疗师也应该
放慢自己的步调，采用与这个家庭一样的交流速度，以同家
庭氛围保持一致。治疗师也可以模仿某一名家庭成员的行为
来实现。如在一个有需要父母看护的小孩子的家庭中，治疗
师可以脱下自己的外套，像孩子的父母亲一样，坐在孩子旁
边逗着孩子玩。有时也可以讲述自己的一些经历，如“我也
有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我也有个这样的姑妈”等等，
来增加与家庭亲密的感觉。

进入家庭的技巧：模仿



•评估与进入家庭的过程常常是相互重叠的。在这个
过程中，治疗师通过关注家庭的组织结构和持续的
互动模式来评估家庭，评估的重点是家庭的等级、
子系统的功能状态、可能存在的结盟和联盟、当前
的界限品质状况，如界限的渗透性、弹性和僵化性。

2. 评估家庭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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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家庭结构的技巧： 活现

v活现技术是治疗师通过积极地创造某种情境，使家庭成
员把平时存在家庭里的失功能的交往模式，在治疗会谈
中实际地表演出来，而不是仅仅用语言来描述它们的一
种方式。

v米纽钦一再告诫治疗师，不要轻信家庭告诉给治疗师的
故事。一旦活现开始，治疗师会常常发现，许多自己之
前所听到的有关家庭的描述，与现场所看到的完全不一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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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具体在治疗过程中运用活现技术，治疗师需要注意以下三
个方面。

v第一，治疗师事先要确定一个范围。

v第二，治疗师导演活现过程。

v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治疗师必须指导家庭调整
活现。

评估家庭结构的技巧： 活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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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家庭结构的技巧：追踪
 

追踪（Tracking），这种方法就是治疗师注意从
家庭成员的交流中，收集有关的家庭生活符号如，
生活主题、价值观、重要的家庭事件等。
追踪一个家庭的特别主题也可以探索家庭的结构。



•家庭治疗师为了使家庭的结构发生有益的改变，必
须首先打破家庭系统中旧有的失调行为模式的平衡
状态。这一过程具有高度的指导性。

3. 打破旧的系统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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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旧系统平衡的技巧：强度

v来到治疗师面前的家庭，往往已经形成了一些家庭自己固
定的不良交往模式来应对他们的压力。治疗师想要改变这
一模式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此，治疗师就需要一些
强有力的手段来帮助自己的工作，强度就是这么一种手段
或技术。

v强度就是治疗师在家庭系统的不同地方制造压力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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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旧系统平衡的技巧：强度

v增加情感强度：治疗师可以借用讲话时的语调、音量、节
奏以及选择适当的词汇来提升情感的表达的强度。治疗师
如果想要增加所说话的情感强度，就必须要明白自己究竟
想要表达什么。

v比如，面对一个30岁的男人仍不能过自己一个人的生活时
，治疗师可以对他说：“我真的非常好奇，你的妈妈用了
什么好的方式，让一个这么强壮的男人还不舍得离开她，
能告诉我你妈妈的秘密武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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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旧系统平衡的技巧：强度

v对时间的强化：即通过延长超过其惯常的反应时间也可以
达到增加强度的效果。

v对愤怒的管理就是一个最常见的例子。比如，对于正在发
脾气的孩子，如果父母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坚持足够长
的时间而妥协，将维持了孩子发脾气的习惯。有一个4岁的
小女孩在她姐姐离开房间时开始尖叫，她想同姐姐一起出
去。她的叫声几乎让人无法忍受，她的父母准备妥协时，
治疗师则坚持不让父母屈服，并希望让大家明白谁才是家
庭里说话算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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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重复主题：这是另一种增加强度的方法，指治疗师在不同情
境中重复同样的主题。

v增加强度好像是过度挑斗，其实强度的目的并不是去欺负某
些人，而是在他们想放弃前行的时候推动他们继续前进。要
注意的是，治疗师千万不要帮家庭成员做他们自己能做的事
情，因为这样做相当于是在告诉家庭成员他们没有能力，从
而妨碍他们发展出自己应有的能力。

打破旧系统平衡的技巧：强度



•这一阶段，治疗师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家庭重新建立支
配家庭互动的系统，以取代家庭中功能失效的交往模式。
重建包括改变家庭规则、明晰界限和重新结盟，改变支
持某种不良行为的模式。家庭治疗师的工作就是经常通
过重新框架使每个成员意识到问题属于家庭，而不是属
于个体。新的家庭功能互动形式必须取代旧的功能失调
模式。并让家庭明白必要的结构改变是解决家庭问题的
根本所在。

4. 家庭的重新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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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的技巧：设置界限

v家庭里个体和子系统的界限过于模糊、松散或过于僵
化，是导致家庭功能失调的主要原因之一。对此，结
构式家庭治疗师常常会使用重新设置界限的治疗技术
来进行干预，以增加家庭子系统之间的距离或者亲密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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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在缠结型的家庭，子系统之间的界限必须得到加强。因此
，治疗师要有意识地增加界限的清晰程度，以增强个体的
独立性。

v对于疏离型的家庭，结构式治疗师的干预是挑战对冲突的
回避，减少迂回式的沟通，并帮助疏离的家庭成员增加相
互接触。

重构的技巧：设置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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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重新框架是一种将某一现实问题放到一个新的情境中的治
疗策略。在这一过程中，事实本身并没有改变，但放在新
的背景里重新解读，其原有的意义会发生改变，从而产生
新的观点和感受。也可以简单地说重新框架就是对发生的
事件重新贴标签。

v在结构式家庭治疗过程中，重新框架的目的就是把消极行
为赋予积极的意义。

重构的技巧：重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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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当一个家庭成员在沉默不语时，我们可以
解读为他可能正在深思熟虑；一个经常被指责为
唠叨的母亲可以重新理解为，她是一个充满好奇
心并特别关心他人的人。

重构的技巧：重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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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对自己的问题常常有一个较狭隘的定义，容易把
过错都归结到某个成员身上。
例如，在一个高中女孩子因怕胖不愿正常进食的案例
中，治疗师将厌食症这个病理性的标签，重新命名为
是孩子对父母的不服从以及她父母的不称职。这样也
就把孩子个人的问题改变为家庭人际关系的问题。从
而迫使父母重新考虑他们以前认为是孩子有病，不是
他们的责任的观点。

重构的技巧：重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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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式家庭治疗的特点是非常行为化的，因此，在
其发展形成过程中逐渐发明了不少非言语的干预技
巧。这一方面避免了治疗师单纯说教的空洞，另一
方面也使治疗过程充满了活力和趣味，让家庭成员
在轻松中获得领悟，以察觉到他们的习惯性行为背
后存在的问题。

重构的技巧：非语言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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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距离是常作为情绪亲近程度的标志。因此，家
庭成员在治疗室的位置距离，往往反应了家庭成员
之间关系亲密度。治疗师可通过重新安排成员的位
置，使家庭产生新的感受和领悟。调整距离具有多
种功用，可根据治疗的具体情境和需要，用于治疗
阶段各个时期。

重构的技巧：非语言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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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距离还可以有活现功能，有时距离也可以是设
置界限的有效方式。调整家庭成员之间的距离，是
一种很简单明了的干预技巧，让人容易领会。而且，
通过家庭成员搬动自己的椅子来产生变化，这本身
就是一个非言语干预，使他们明白家庭的改变是取
决于每一个成员自己行动的努力。

重构的技巧：非语言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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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高矮也是一种较常用的非言语干预技巧，其操作
简便、生动灵活，特别适用于父母与青春期孩子的
冲突过程中。由于处在青春期的孩子，在各方面的
发育都是突飞猛进。尤其是进入２１世纪以来，父
母自己当孩子的个人经验已经很难适用于当今孩子
成长的实际情况。所以到了青春期，冲突和对抗也
就成了家庭的主旋律。

重构的技巧：非语言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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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师常常会让孩子站起来和自己的父母们比比身
高。通过这一过程，父母望着和自己差不多高或高
于自己的孩子时，常常会容易领悟到自己是该改变
与孩子相处的方式；同时，孩子也会产生自己的成
人意识，而改变过去那种简单对抗的方式，学会用
更加成熟的方式与父母相处。

重构的技巧：非语言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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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不服从管理的幼童时，治疗师也可以用自己的
两臂抱着孩子，任凭孩子使出浑身解数，也不让孩
子得逞，直到他们筋疲力尽为止。使用这个技巧的
目的，就是让孩子身边的成人尤其是父母认识到，
所谓不服管的孩子其实并没有什么能力的。主要是
父母们没有用尽或用好他们的力量而已。

重构的技巧：非语言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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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享一

妻子30岁，患有产后抑郁，生育有一女婴，3
岁；丈夫35岁，银行工作，大学毕业，不是很
晚回家，白天主要是由60岁的奶奶帮忙照顾孩
子，奶奶住在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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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享二

小学三年级的小男生说话声音特别小，没办法
表达自己，有一位双胞胎姐姐，父母工作很忙，
平时主要是奶奶照顾。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