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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发展性阅读障碍小学生的初始沙盘特征。方法：在广东珠海、中山，河南洛阳三地筛选出46
名小学生，分为实验组(男12，女11)和对照组(男11，女12)，对被试初始沙盘作品的编码与分析。结果：

在初始沙盘中，实验组武器类沙具使用显著高于对照组、生活类沙具作用显著少于对照组；沙盘操作描

述特征中实验组较少触碰沙子、缺乏自我像且对自己作品的满意度低；实验组更多出现忽视主题，对照

组较多出现连结主题。结论：发展性阅读障碍小学生的初始沙盘具有临床心理评估的功能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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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itial sandplay characteristics of developmental dyslexia. Methods: 46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Zhuhai, Zhongshan and Luoyang were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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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e 12, female 11) and control group (male 11, female 12) to code and analyze the initial sandplay 
characteristics works of the subjects. Results: In the initial sandplay characteristics, the use of 
weapon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function of living sand was less touching the sand, less self-appearance and low satisfaction with 
their work;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more neglected themes and more connected themes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he initial sandplay characteristics of developmental dyslexia have 
the function and value of clinical psychological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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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发展性阅读障碍(Development Dyslexia)是指在认知完整、智力正常并且脑部经检查无生理性的器质

性病变和神经损坏，但在阅读和拼写等成绩上，明显低于同龄人平均水平的一种障碍(Bosse et al., 2007)。
这种障碍会导致小学生学业成绩落后，造成他们自信心下降、自我效能感降低，甚至引发厌学、抑郁、

自闭等负性情绪，进而影响其身心健康发展(Xiao et al., 2022)。有研究发现，如果能够在早期阶段对发展

性阅读障碍小学生进行恰当的干预，就能够使 70%的发展性阅读障碍小学生的阅读能力得到改善(Lyon et 
al., 2001)。对发展性阅读障碍小学生进行早期干预，不仅能够提高其学业成绩，还能帮助其更好地适应

社会，因此，及早地对小学生发展性阅读障碍诊断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关于阅读障碍的产生机制，目前分为语音加工缺陷理论和词形加工缺陷理论。语音加工缺陷理论认

为，阅读障碍是一种语音障碍，阅读障碍者的问题在于音位表征的缺陷(Liberman, Brady, & Shankweiler, 
1991)。较早有研究发现，正常儿童在学习书面语言前就可以正确地将单词分割为音节或音位，而阅读障

碍儿童在学习书面语言几个月之后，还不能完成这项任务(Bradley & Bryant, 1983)。后来有研究发现，阅读

障碍者难以对/ba/-/da/等语音材料进行正确区分(Witton et al., 1998)。词形加工缺陷理论认为，阅读障碍主要

是由于视知觉缺陷引起的，大部分阅读障碍者会混淆镜像的字母(p/q)和相似的字母(m/n) (Valdois, 1995)。 
阅读障碍的初步筛查主要采用家长填写问卷的方式(静进等，1998；杨志伟，龚耀先，1997；刘靖，

1997；吴汉荣等，2006a；Shu et al., 2006; Lin et al., 2020)，带有一定的家长主观色彩。初始沙盘是指来访

者所做的第一个沙盘，是来访者真实呈现自己内心世界的综合表现，可以表露显示出来访者欲表达问题

的某些潜在提示(申荷永，高岚，2004；谭健烽等，2014)。而初始沙盘作为一种诊断工具，其除了传统的

投射测验以外，还可以打破文字测验的局限性，被试的主动性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改善表面效度低等，

同时因为它的操作简单，沙盘照片易储存。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进行团体测验，特别是对于小

学生，沙盘游戏比文字更具有吸引力(蔡宝鸿，2005)。从初始沙盘中找到对于某些临床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的特征和心理线索，更好地理解来访者的内心世界，可以为阅读障碍小学生制定具有个性化的干预方案，

提供可靠的诊断评价工具。 
目前全国部分地区小学已经将沙盘游戏室纳入心理辅导室的建立，在学校已有沙盘游戏室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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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盘游戏作为一种诊断工具，就可以在校内发挥沙盘游戏的双重作用：既有诊断功能，又有治疗功能。

在蔡宝鸿、谭健烽等人的研究中，开始对初始沙盘进行整合，但总体来说，国内从初始沙盘视角，考察

阅读障碍小学生的沙盘特征相关研究仍明显不足，本研究将从阅读障碍小学生的初始沙盘特征进行探讨

(谭健烽等，2014；蔡宝鸿，2005；谭健烽等，2013)。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在广东珠海、中山，河南洛阳三地选取 158 名小学生，平均年龄 10.01 岁(SD = 0.83)。男生 91 人，

女生 67 人，三年级 46 人，四年级 53 人，五年级 59 人。通过小学生汉语阅读障碍量表(吴汉荣等，2006a)
筛选出实验组和对照组，得到被试监护人的同意后，通过随机抽样筛选评分高于 70 分的小学生共 23 名

作实验组，另外选择 55 分以内的 23 名小学生作为对照组。 

2.2. 方法 

2.2.1. 小学生汉语阅读障碍量表(DCCC) (吴汉荣等，2006a) 
采用吴汉荣等(2006a)开发的《小学生汉语阅读障碍量表》(DCCC)。此量表由家长填写，共有 58 道

题目，从内容上可以分为 8 个维度，得分越高代表阅读障碍越高，该量表的信度为 0.97，效度为 0.93 (吴
汉荣等，2006b)。 

2.2.2. 沙盘游戏 
标准沙盘治疗室，包括有沙盘、2000 多种不同种类的沙具、水、数码相机一部、计时器一个、沙盘

制作记录表和沙盘作品分析表。 

2.2.3. 实验程序 
实验在沙盘游戏治疗室中每个被试单独进行。40 分钟内独立完成一个沙盘游戏，并且采用统一的指

导语，被试完成初始沙盘后，主试陪伴被试一起探索其沙盘游戏作品，从作品场景、内容、自我像、沙

盘完成过程等方面进行记录。完成后，主试使用数码相机拍摄沙盘完成照片。收集完全部照片后，研究

者按照统一的编码标准对初始沙盘进行编码，使用 SPSS 22.0 进行统计并分析。 

2.3. 统计处理 

蔡宝鸿对初始沙盘的沙具进行了详细分类(蔡宝鸿，2005)。沙盘游戏中共有 2000 多个沙具，可以分

为 10 大类：动物、人物、建筑物、交通工具、植物、生活用品、自然元素、宗教信仰、武器及其他所有

未纳入的沙具。沙盘游戏的主题分析：15 个创伤主题和 15 个治愈主题。15 个创伤主题包括：混乱、空

洞、分裂、限制、忽视、隐藏、倒置、受伤、威胁、受阻、倾斜、残缺、陷入、攻击、未能归类的其他

创伤主题特征。15 个治愈主题包括：整合、联结、能量、流动、深入、新生、变化、灵性、抚育、趋中。

接着，根据各个主题的定义，把各个主题细化，每个主题列出操作性比较强的主题特征。一共列出了 45
个创伤主题特征和 45 个治愈主题特征。根据编码表，独立对初始沙盘进行评分阶段主试根据沙盘特征编

码表，按照编码表上列出的特征分析沙盘照片，如果照片上出现编码表上的特征那么该特征就记为 1，
该特征只要出现一个，就算是有出现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也记为 1。如果该特征一个也没有出现，那么

就记为 0。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沙具使用情况进行 t 检验，人物类和特殊类沙具、操作描述特征进行 χ2

卡方检验，沙盘主题特征进行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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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3.1. 沙具类别的使用情况 

如表 1 所示，发展性阅读障碍小学生在武器类沙具的使用上显著高于对照组，而在总数、人物、建

筑物、交通工具、植物、生活物品类沙具的使用上显著少于对照组。 
 

Table 1. Use of sand tools 
表 1. 沙具的使用情况 

 阅读障碍组(N = 23) 对照组(N = 23) t p 

 M SD M SD   

总数 18.09 1.00 31.35 1.87 −29.97 0.00 

动物 3.30 1.33 3.17 0.89 0.39 0.70 

人物 4.30 1.15 6.83 1.11 −7.57 0.00 

建筑物 1.61 0.50 3.13 0.87 −7.28 0.00 

交通工具 0.56 0.27 1.87 0.81 −7.35 0.00 

植物 3.13 0.92 11.91 1.88 −20.12 0.00 

生活用品 1.87 0.76 3.09 0.79 −5.33 0.00 

自然元素 3.09 0.79 3.13 0.76 −0.19 0.85 

宗教 0.45 0.27 0.50 0.27 −0.66 0.51 

武器 2.04 0.82 0.53 0.26 8.37 0.00 

其他 0.61 0.26 0.61 0.27 0.06 0.95 

3.2. 两组被试人物类沙具的使用情况 

如表 2 所示，有阅读障碍的小学生使用现实人物、男人、女人沙具的情况都显著少于对照组，而在

有无阴影原型出现上则多余对照组。 
 

Table 2. The use of sand tools in the two groups 
表 2. 两组被试人物类沙具的使用情况 

 分类 阅读障碍组(N = 23) 对照组(N = 23) 卡方值 p 值 

现实人物 没有 20 4 22.30 0.00 

 有 3 19   

虚拟人物 没有 5 15 8.84 0.003 

 有 18 8   

神秘象征物 没有 13 17 1.53 0.22 

 有 10 6   

男人 没有 11 8 0.81 0.37 

 有 12 15   

女人 没有 16 8 5.57 0.02 

 有 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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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小学生 没有 17 14 0.89 0.35 

 有 6 9   

老人 没有 15 13 0.37 0.55 

 有 8 10   

人格面具出现 没有 6 10 1.53 0.22 

 有 17 13   

智慧老人原型出现 没有 20 18 0.61 0.44 

 有 3 5   

上帝原型出现 没有 23 21 2.09 0.15 

 有 0 2   

英雄原型出现 没有 18 14 1.64 0.20 

 有 5 9   

阴影原型出现 没有 16 8 5.57 0.01 

 有 7 15   

3.3. 特殊类沙具使用情况 

如表 3 所示，有阅读障碍的小学生更少使用鲜花、草、树木、居民房屋、商业建筑、食物果实、桥，

更少出现湖、河流。 
 

Table 3. Use of special sand tools in the two groups 
表 3. 两组被试特殊类沙具的使用情况 

 分类 阅读障碍组(N = 23) 对照组(N = 23) 卡方值 p 值 

使用鲜花 没有 18 8 8.85 0.003 

 有 5 15   

使用草 没有 16 5 10.60 0.001 

 有 7 18   

使用树木 没有 19 8 10.85 0.001 

 有 4 15   

使用石头 没有 15 11 1.56 0.21 

 有 8 12   

使用贝壳 没有 20 18 0.61 0.44 

 有 3 5   

使用鱼 没有 19 15 1.80 0.17 

 有 4 8   

居民房屋 没有 17 5 12.54 0.000 

 有 6 18   

塔或庙宇 没有 21 18 1.51 0.22 

 有 2 5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12811


杨晓莹 等 
 

 

DOI: 10.12677/ap.2023.1312811 6358 心理学进展 
 

Continued 

商业建筑 没有 18 8 8.84 0.003 

 有 5 15   

家具设备 没有 17 12 2.33 0.13 

 有 6 11   

食物果实 没有 20 12 6.57 0.01 

 有 3 11   

湖 没有 18 7 13.67 0.000 

 有 5 16   

河流 没有 19 6 14.81 0.000 

 有 4 17   

使用栅栏 没有 20 18 0.61 0.44 

 有 3 5   

使用桥 没有 18 10 5.84 0.02 

 有 5 13   

3.4. 沙盘操作描述特征情况 

如表 4 所示，有阅读障碍的小学生对沙子的态度以不碰触为主，沙盘布局不平衡、沙具摆设视角单

一、色彩单调、且对自己的作品满意度低、缺乏自我像，且抽象主题场景的比例较高。 
 

Table 4. Descrip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groups of sand table operation 
表 4. 两组沙盘操作的描述特征 

 分类 阅读障碍组(N = 23) 对照组(N = 23) 卡方值 p 值 

从哪里开始 沙 10 12 0.35 0.55 

 玩具 13 11   

对沙的态度 几乎不碰触 17 5 13.21 0.001 

 轻轻随意碰触 4 8   

 深入、持续接触 2 10   

布局是否平衡 不平衡 10 2 7.22 0.007 

 平衡 13 21   

沙具视角 单一视角 11 3 6.57 0.01 

 全方位视角 12 20   

沙盘色彩 单一色彩 12 4 6.13 0.01 

 彩色 11 19   

创造过程 静态 21 19 0.77 0.38 

 动态 2 4   

是否满意 不满意 12 2 10.27 0.001 

 满意 1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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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自我像 没有 12 1 12.97 0.000 

 有 11 22   

主题场景 家 4 7 17.38 0.002 

 社会 3 7   

 自然 2 8   

 战争 4 0   

 抽象 10 1   

3.5. 沙盘主题特征情况 

如表 5 所示，首先对 20 个主题逐个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筛选出混乱、限制、忽视、受伤、威胁、

妨碍、整合、联结 7 个 p < 0.05 的主题特征。然后，以有无汉语阅读障碍为因变量，筛选出的 7 个沙盘

主题特征为自变量，采用向后逐步法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忽视和联结两个沙盘主题特征进入

回归方程。整个回归方程模型的 Nagelkerke R2 = 0.901。 
 

Table 5. Comparison of differences in sand table subject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表 5. 两组被试在沙盘主题特征上的差异比较 

自变量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 OR (95%CI) p 值 

忽视 2.86 0.85 3.26~94.56 0.001 

联结 -1.83 0.98 0.024~1.104 0.05 

4. 研究过程 

4.1. 沙具使用情况分析 

从表 1 资料中可以看出，阅读障碍小学生在武器类沙具的使用上显著高于对照组，而在总数、人物、

建筑物、交通工具、植物、生活物品类沙具的使用上显著少于对照组。 
沙盘中常见的武器有斧头、镰刀、剑、戟或枪等。斧头是用来劈砍的长兵器，常用于伐木、劈柴等，

是古人手头常用兵器，由原始的劳动工具演化而来，形状笨重，杀伤力不高，斧头代表残暴，也象征英

勇，在世界各地的神话中斧头都与决定性力量有关，古代太阳、暴风雨之神和领袖权威的象征，如《宝

莲灯》中沉香为母报仇，就是用斧头劈开了镇压华岳三娘的华山。在意识层面，武器的使用较多可能与

阅读障碍小学生的攻击性较高有关。而在沙具总数等其他方面较少，汉语阅读障碍小学生的内心世界较

为混乱，现实生活环境不尽如意，生活缺少乐趣和生命力。在无意识层面，武器在象征中往往表示着输

出而并非是输入，在武器沙具的选择中恰恰表明了孩子们对表达的渴望。同样，在我们渴望表达或给予

表达的时候，我们是无法获得知识的，就像一个完全听不进去别人劝告的孩子。而孩子的过分表达，也

许是为了引起家长的注意，同样的呼应了意识层面的专注力不够。武器沙具的较多使用实际上反映了小

学生内心世界缺少安全感，这种安全感的缺失往往会带来孤独感、攻击性等一系列负面影响。阅读障碍

小学生比正常小学生使用更多的武器则可能与阅读障碍小学生的家庭环境密切相关(申荷永，高岚，2004；
谭健烽等，2014)。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有阅读障碍的小学生使用现实人物、男人、女人沙具的情况都显著少于对照组，

而在有无阴影原型出现上则多余对照组。实验组的小学生所使用现实人物较少，是阅读障碍小学生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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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家庭功能紊乱、父母角色缺失、社会心理支持较少的呈现；女人象征温柔与善良，女人少则可能

与家庭人际关系不良。 
沙盘游戏中小学生使用的各种人物也通常是其真实生活中人物的象征，比如女性人物往往代表了现

实生活中的妈妈或奶奶。居民房屋往往被视为家庭或亲人的象征，商业建筑则与个体所处的社会经济发

展状况相关密切，沙发、床等家具设备则往往反映出了家庭中温暖的氛围，食物果实则象征来自外界的

各种支持和补充能量支援与能量，实际上个体良好和谐的社交系统的反映。各种家具和生活用品体现家

庭内部结构，表达来访者内心秩序、生活情趣等内容(谭健烽等，2014；蔡宝鸿，2005)。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有阅读障碍的小学生更少使用鲜花、草、树木、居民房屋、商业建筑、食物果

实、桥，更少出现湖、河流。树是人类常用的富有表现力的象征符号之一，是生命的具体体现，树是自

然界中蓬勃生长、季节性衰败和来年再生的象征，地位至高无上，古人对树充满崇拜，树是高大、伟岸、

是神圣的。在佛教中，佛祖释迦穆尼就是在菩提树下觉悟的，佛教徒们认为“树象征着大彻大悟”。河

流为人们提供了生存的必要条件，同时它是净化与迁移的象征。中国北方的三条大河，代表着中国的三

个朝代。每条河都有自己的保护神，古代故事中经常有人们向河神献祭，祈求河神保佑一方平安，给予

当地人们富足安康的生活。桥梁链接两个分离的东西，由于古代生产力水平较低，因此需要用船来往两

岸的摆渡，桥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沟通了交通，也沟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桥也是过渡和转

换的象征。实验组居民房屋、商业建筑、食物果实等沙具的缺乏呈现了其安全、归属的需求没有被满足，

逃避现实的生活状态；缺少桥呈现其与外界的沟通困难；水是滋润万物的能量，而河流代表能量的流动，

阅读障碍小学生少出现湖、河流，是缺乏朋友与支持、缺乏连接与沟通的象征(谭健烽等，2014；蔡宝鸿，

2005；谭健烽等，2013)。 

4.2. 沙盘作品描述特征情况   

从表 4 中可以看出，有阅读障碍的小学生对沙子的态度以不碰触沙子为主，沙盘整体布局上显得不够

平衡、从沙具摆设的角度看也比较单一、使用的色彩单调，从整体评价上对自己的作品满意度低、缺乏自

我像，且抽象主题场景的比例较高。不接触是阅读障碍小学生的心理防御，是对自我的保护；布局不平衡

反映阅读障碍小学生个体自身的不统一。 自我像即自我的形象是否出现在沙盘游戏中，反映了个体对自己

在整体环境中的角色和态度认知。场景类型可以分为家的场景、社会场景(以办公室或学校类沙具为主)、
自然场景(以山川、河流、树木等自然界动植物为主要沙具)、战争场景(以武器类沙具为主)和抽象场景(以
巫师或神话等抽象非现实类沙具为主) (谭健烽等，2012a)。家的场景类型本质上反映了阅读障碍小学生内

心渴望温暖、关怀，希望与亲密他人和重要他人进行亲密接触获得情感依赖等内心需求。社会场景类型

表达了个体希望在社会发展中取得理想成绩的内心呼声。自然场景类型则可能反应了阅读障碍小学生渴

望和谐和安静，侧面可能反应出了阅读障碍小学生目前所处的环境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都存在着冲突和

矛盾等各种不和谐因素。战争场景类型则更加直接的表达了阅读障碍小学生内心的矛盾的和冲突。抽象

场景类型想要表现得是阅读障碍小学生自身的虚构幻想的理想世界，更说明小学生现实的处境非常令人

不满意(谭健烽等，2012b；谭健烽，申荷永，李鹤展，2010；谭健烽，申荷永，2010；李江雪等，2009)。 
阅读障碍小学生自我像的缺失表达了阅读障碍小学生对自我的不接纳，也就是阅读障碍小学生的自

我和谐较低。阅读障碍小学生以抽象和战争类型场景为主，可能反映了阅读障碍小学生在对待问题和困

境时候的应对模式更多地逃避或寻求精神的摆脱，长期的压抑及挣扎摆脱的心理状态。 

4.3. 沙盘主题特征分析 

阅读障碍小学生通过创造可见的“沙盘游戏”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其每个沙具都具有象征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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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而沙盘游戏的主题是由一系列沙具组成所表现的象征性意义的总结。本研究结果显示阅读障碍小学

生多出现忽视主题，而非对照组较多出现联结主题。忽视主题的沙盘游戏往往是呈现出不同沙具之间相

互孤立无援、距离间隔较大的特点。联结主题指的是元素之间的联系和对立面的联结。例如，一个梯子

连接着土地和大树；一座桥连接着天使和魔鬼。 

5. 结论 

阅读障碍小学生在沙盘游戏中与非阅读障碍小学生有不同的特征性表现，在沙具使用方面：阅读障

碍小学生在总数、人物、建筑物、交通工具、植物、生活物品类沙具的使用上显著少于非阅读障碍小学

生，使用现实人物、男人、女人沙具的情况都显著少于非阅读障碍小学生，武器类沙具的使用和阴影原

型的出现皆显著高于非阅读障碍小学生。有阅读障碍的小学生更少使用鲜花、草、树木、居民房屋、商

业建筑、食物果实、桥，更少出现湖、河流。沙盘操作描述特征方面：有阅读障碍的小学生对沙子的态

度以不碰触为主，沙盘布局不平衡、沙具摆设视角单一、色彩单调、且对自己的作品满意度低、缺乏自

我像，且抽象主题场景的比例较高。沙盘主题方面：阅读障碍小学生更多出现忽视主题；非阅读障碍较

多出现联结主题，在意象的感知与理解上，与普通孩子无异。 
在初始沙盘中可以看出，阅读障碍小学生往往在沙盘中呈现对立、矛盾等沙盘特征，而联系、连接

等特征呈现较少。沙盘游戏治疗来源于分析心理学，从分析心理学中象征的角度理解，小学生的发展性

阅读障碍是小学生的无意识中文字符号与意象的连接中形成了问题(Jung, 1964)。而在艺术领域里，播音

学是最具有中国汉语言特色的学科，其语言表达的内部技巧即强调文字符号与意象图像的感受能力(姚喜

双，陈友军，2002；张颂，2003)，亦称“画面感”，同样地，在沙盘游戏的后期干预中，我们可以通过

沙具的表达，修复孩子们对文字的理解以及符号与意象的连接能力，从而使小学生的发展性阅读障碍有

明显的改善。 
初始沙盘在发展性阅读障碍的小学生中具有临床评估的功能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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