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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改善能够促进个人成长、家庭和谐以及社会进步。面对日益严峻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问

题，叙事疗法以其独特的治疗理念和实践技巧，为青少年心理创伤的修复提供了新的路径。通过问题外

化、寻找例外故事、重构故事及定义式仪式与见证等基本技巧，叙事疗法帮助青少年重构积极、健康的

人生故事。本文回顾了青少年心理创伤的研究现状以及叙事疗法在心理治疗中的应用和有效性，从中也

发现叙事疗法应用于青少年心理创伤修复领域具有独特的优势。最后本文探索出叙事疗法介入青少年心

理创伤修复的干预策略，包括外化问题、点亮心灯、重写篇章和仪式见证四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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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rovement of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can promote personal growth, family harmony and 
social progress. In the face of increasingly serious mental health problems of adolescents, narrative 
therapy provides a new path for the repair of adolescents’ psychological trauma with its unique 
treatment concept and practical skills. Through basic techniques such as externalizing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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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ing exception stories, reconstructing stories and defining rituals and witnesses, narrative ther-
apy helps adolescents reconstruct positive and healthy life storie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status of adolescent psychological trauma and the applic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narrative ther-
apy in psychotherapy. It is also found that narrative therapy has unique advantages in the field of 
adolescent psychological trauma repair. Finall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of 
narrative therapy in the repair of adolescent psychological trauma, including four parts: external-
izing problems, lighting the heart light, rewriting the chapter and ritual wi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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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竞争的日益激烈以及各种生活学习压力的增大，青少年所产生的心理健康问

题也越来越多，心理问题成为威胁青少年早期发展与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抑郁症已成为 15 至 19 岁青

少年死亡的第三大原因。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正处于逐步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他们应对风险与危机

的能力较弱，容易受到心理创伤的影响。心理创伤不仅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还会对社会稳定和进步产

生影响，而心理创伤的及时修复，可以减少因心理问题引发的家庭矛盾和社会冲突，有助于青少年的健

康成长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流行病学研究显示，构成约 75%精神障碍的所有主要综合征都始于 25 岁之

前，青少年时期对于心理疾病的发病机制、诊断和治疗至关重要，现有证据也表明，早期干预对心理问

题是有效的(Uhlhaas et al., 2023)。因此，加强青少年心理创伤修复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叙事疗法作为一种新兴的心理治疗方法，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很多领域，且被证实具有很好的干预

效果，比如改善晚期癌症患者的心理状态(卢国慧，2020)、提高艾滋病患者的心理社会适应能力(邱燕燕

等，2023)、减轻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病耻感并提高自尊(向彦琪等，2024)等。为了在青少年社会工作领域

更科学、更系统地运用叙事疗法，本文对叙事疗法介入青少年心理治疗的研究进行综述，并探索叙事疗

法应用于青少年心理创伤修复方面的策略。 

2. 理论基础 

2.1. 叙事疗法的概念内涵 

叙事疗法最早由麦克·怀特和大卫·艾普斯顿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创立。叙事疗法强调个人经验以及

对意义的阐述，将人和问题分开，将重点放在案主的权利和能力，关注案主的叙事，通过倾听案主的故

事，帮助案主将问题外化并引导其重构故事，最终能够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的挑战。 

2.2. 叙事疗法的基本技巧 

2.2.1. 问题外化 
问题外化旨在将个体所面临的问题从个体身上剥离出来，视为独立于个体之外的存在。在这一过程

中，通过隐喻、象征等手法，帮助案主将问题具象化，如将焦虑比作“紧箍咒”、抑郁视为“沉重的黑

云”。这种技术使得案主能够认识到问题并非自身固有的一部分，而是可以对抗和改变的外部存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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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样的外化，案主能够减少对自我价值的否定，增强解决问题的主动性和自我效能感。 

2.2.2. 寻找例外故事 
该阶段鼓励案主回顾自己的生活经历，寻找问题未出现或影响较小的时刻。这些时刻被称为例外故事

或特殊事件，是案主自身拥有的面对问题的资源和能力，它体现了案主的内在力量，也会成为重构故事的

重要素材。社会工作者通过引导案主详细叙述这些例外故事，帮助案主认识到自己在面对困境时展现出的

韧性、智慧和应对策略。这一过程不仅增强了案主的自信心，也为后续的重构故事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2.2.3. 重构故事 
重构故事阶段旨在帮助案主以新的视角和态度重新叙述自己的生命历程。在这一阶段，社会工作者

鼓励案主将例外故事中找到的积极元素融入新的叙事中，成为人生的主人，由薄到厚逐渐丰富自己的生

命故事。通过重写生命故事，案主能够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和经验，赋予生活新的意义和方向。这一过

程不仅促进了案主的自我认同和自尊，还激发了其面对未来挑战的信心和勇气。 

2.2.4. 定义式仪式与见证 
在治疗接近尾声时，社会工作者会设计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仪式来庆祝案主的成长和变化，比如颁

发证书、赠送纪念品等，旨在通过仪式感强化案主对新故事的认同和内化。同时，邀请案主生活中的重

要他人或有相同遭遇的人作为见证者参与这些仪式，通过案主的讲述、见证人的复述、案主对见证人复

述的复述三个流程，案主会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生命故事的重构以及生活的积极转变。 

3. 研究综述 

3.1. 关于青少年心理创伤的研究综述 

心理创伤是一种情感反应，这种情感反应主要是由日常生活中的天灾人祸引起的(赵冬梅，2011)。创

伤对人的心理产生影响，导致负性情感慢慢累积，最终出现情感、认知、行为等方面的疾病，比如出现

焦虑、抑郁等情绪，产生非理性认知，行为表现退缩等。一系列研究表明，心理创伤会对青少年的身体

和心理都产生消极作用，严重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近年来，我国青少年心理创伤问题受到了广泛关

注，众多学者对青少年心理创伤的成因、表现、干预策略等进行研究。 
青少年心理创伤的成因复杂多样，主要影响因素有内外两个维度，外部因素包括家庭、学校对青少

年人格形成、心理发展等产生的不良影响，社会文化、媒体舆论等对青少年产生的心理冲击；内部因素

主要是指青少年处于身体和心理转型期而产生的心理适应障碍。因此，存在性别、地区等差异的青少年

受到心理创伤的可能性不同，彭玮婧等(2024)对湖南省青少年心理创伤的流行和分布特征进行调查后发

现，女生、来自城市、父母教育程度低、冷漠型教养方式以及有精神健康症状的青少年心理创伤更高，

并且提出我们迫切需要对青少年心理创伤进行早期干预，将心理健康服务“关口前移”。 
青少年心理创伤的表现主要可以归纳为情绪异常、行为变化、生理反应和认知障碍等方面。许多研

究也为青少年心理创伤寻找有效的干预策略，比如辛勇等(2019)的研究指出社会支持对汶川地震十年后

青少年的创伤后成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郅利聪和张函(2021)发现焦点解决短期心理治疗可以减轻青少

年家庭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水平，刘艾祎等(2020)提出自我同情能够促进青少年创伤后成长。总的来说，学

者们对于青少年心理创伤干预策略的研究离不开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个层面。首先家庭干预是关键环节，

家长应加强与孩子的沟通，关注孩子的心理需求，营造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其次在学校层面，学校应

通过开展心理健康普及和建立学生心理档案来建立心理创伤预警机制，通过开设心理健康课程和提供专

业心理咨询等来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最后在社会层面，政府、社会组织和媒体等社会各界应共同努力，

营造积极健康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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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关于叙事疗法应用于心理治疗的研究综述 

叙事疗法作为一种新兴的心理干预手段，在护理、教育、心理治疗以及特殊群体关怀等领域都展现

出应用潜力和显著成效。在护理领域，罗倩等(2023)综述了叙事疗法在临床实践、护理管理以及护理教育

中的应用，指出其不仅在临床实践中干预优势突出、效果显著，而且在改善护理人员心理健康状态及稳

固护理团队方面也已初步展现出积极效果，可以增强护理人员的职业认同感和人文关怀能力。在教育领

域，彭金林和彭凤莲(2024)探讨了叙事疗法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认为叙事疗法可以丰富学校思

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内容并提高教育的效能。在特殊群体关怀领域，李晓同(2019)采用叙事疗法，帮助重

大自然灾害受灾人群减轻心理应激障碍问题，从不良的生活模式中恢复过来；金妍艳等(2022)发现叙事疗

法对老年双心病患者有显著的干预效果，可以有效缓解其心理障碍；卢国慧(2020)通过试验组和参照组比

较，得出叙事疗法干预的晚期癌症患者心理状态更好，希望水平更高。相较于护理、教育及特殊群体关

怀等领域，叙事疗法在心理治疗方面的应用更加广泛和深刻，加之本研究聚焦于叙事疗法介入心理创伤

修复的应用，因此下文将会对叙事疗法应用于心理治疗的文献做较为详尽的综述。 
Petersen 等(2005)提出，叙事疗法可应用于不同年龄个体的治疗，治疗那些由现实生活事件引起的如

受虐经历、暴力事件、婚姻冲突以及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创伤。心理创伤不仅是指遭遇自然灾害、战

争等突发的、打击性的重大事件，还包括分离、被忽视、情绪虐待、躯体虐待等长期或反复性的折磨。叙

事疗法可以有效降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并且该过程本质上是通过对创伤事件发生时的人物、地点、

活动以及记忆等进行重新叙述和意义构建来实现的(Mørkved et al., 2014)。肖英霞和李霞(2017)认为，叙事

疗法帮助个体去掉了一些支离破碎的记忆，提高了创伤记忆的一贯性和情境性，从而形成更加连贯的故

事，帮助重新整理和组织创伤记忆，最终达到更多内部图式的适应。 
众多学者针对不同人群开展叙事疗法的应用研究，并分析其成效。梁舜薇等(2023)利用叙事疗法对一

位频繁出现自杀意念的大学生进行自杀意念干预，发现叙事疗法可以有效减少大学生的自杀意念。吴莹

莹和吴霞(2021)通过对照组和观察组的实验，发现叙事疗法可以减轻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患者术后

的负性情绪，夏莹等(2023)也指出叙事疗法对乳腺癌患者的心理、认知功能、社会支持等都有明显的改善

作用。对于一群有相同或类似心理创伤的人，采用集体叙事的方式，可以让有心理创伤的个人与更广泛

的群体进行分享，增强群体成员之间的支持。集体叙事方法早期更多地应用于个人和家庭的干预实践中，

九十年代开始应用于团体干预实践中，目前也有一些学者继续进行研究。余瑞萍(2018)认为运用集体叙事

的方式可以让失独老人在互动中获得共情和同理，在精神上获得很强的社会支持，从而可以增进社会融

入并缓解其心理问题。王娟等(2024)提出“生命之树”集体叙事技术可以有效降低安宁疗护患者的家庭照

顾者的预期性悲伤，并且对于他们的希望水平和生存质量也有提高作用。 
关于将叙事疗法应用于不同特征的青少年心理治疗领域，也有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张雅怡等(2024)

通过对照组和干预组的对比，发现叙事治疗对于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伴自杀性自伤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可以有效减少伴自杀性自伤的次数。黄丹(2015)利用叙事治疗的方法，帮助被“污名化”的未婚先孕青少

女重新建构了积极的人生故事，改变了她们被“污名化”的身份认同。梁爽和杨文登(2024)发现以叙事疗

法为基础的循证心理干预可以明显提高高中生的自我同一性水平，且在干预结束后的随访中仍可以维持

干预效果。而关于叙事疗法在解决青少年问题过程中的作用机理，卫小将和何芸(2008)认为，青少年的许

多问题往往取决于他们自我建构的、内化了的生命故事，在将叙事治疗应用于青少年社会工作中时，就

应协助青少年解构他们不合理的主流叙事，把压迫他们的问题外化，并探索出新的自我叙述，最终重塑

新故事。曹加平(2014)也通过研究得出了叙事心理治疗对于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有显著的疗效，在重写生

命故事的过程中，青少年患者强化了自己的社会支持系统，建立了自己丰富的人生意义。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10693


叶佩峥 
 

 

DOI: 10.12677/ap.2024.1410693 27 心理学进展 
 

3.3. 文献述评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叙事疗法在青少年心理治疗领域的应用研究越来越多，同

时也可以看出叙事疗法在帮助青少年应对心理健康问题方面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和潜力。当前关于叙事

疗法及其介入青少年心理治疗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从广度上看，叙事疗法的应

用范围扩大，不仅涉及个体治疗，还包括集体叙事、家庭治疗等多种形式，研究对象也逐渐多样化，包

括不同年龄、不同性别、遭遇不同心理创伤的人群。从深度上看，学者们深入探讨叙事疗法在不同情境

下的应用效果和作用机制，找寻适合各个人群的应用策略。 
关于青少年心理创伤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较为全面的认识体系，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在青

少年心理创伤的修复领域，还有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从以往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相较于心理

创伤暴露，人们对于心理创伤事件的体验会对创伤后的反应造成更关键的影响。而叙事疗法中通过倾听

个体的故事，将个体的问题外化，并寻找例外故事帮助个体重构生命故事的过程，正是体现了对个体主

观体验的重视，从主观体验中发现问题，重塑个体对于生命故事的体验。尽管已有研究初步验证了叙事

疗法在青少年心理创伤修复中的有效性，但其具体作用机制以及作用效果等方面仍显薄弱，因此进一步

深入探索叙事疗法介入青少年心理创伤修复的应用，对于丰富青少年心理创伤干预手段、提高干预效果

具有重要意义。 

4. 叙事疗法介入青少年心理创伤修复的应用探索 

4.1. 创伤具象，外化问题 

社会工作者开展叙事疗法的第一步是要耐心倾听青少年叙说故事。由于青少年的逻辑思维和语言表

达能力还有所欠缺，加上遭遇心理创伤的青少年内心容易出现迷茫、困惑等情绪，他们在叙说故事时总

是三言两语，难以分清故事中的重要信息，所以社会工作者要做好聚焦和引导工作，帮助青少年梳理故

事的逻辑，抓住故事的主线。 
青少年的认知发展尚未完全成熟，但是处于自我意识发展的第二个飞跃期，开始思考自己的身份和

角色，对自我形象、能力和价值有更高的关注。因此，社会工作者要特别注重把青少年遇到的心理创伤

问题外化，而非当成自身的一部分。社会工作者要引导青少年将心理创伤具象化，通过问题命名、隐喻

或绘画等方法，将抽象的心理创伤变成一个独立的“事物”，遭受心理创伤的青少年只是被这个“事物”

影响，这个“事物”并非青少年的一部分。该过程有利于青少年从客观的角度审视自己的问题，减轻自

责感，并增强对抗心理创伤的意愿。 

4.2. 挖掘宝藏，点亮心灯 

在传统的模式下，遭受心理创伤的青少年往往将社会工作者视为权威的“问题解决者”，认为他们

手握解决心理困扰的金钥匙。这种观念促使许多青少年在咨询过程中展现出显著的依赖心态与被动行为，

倾向于将自身与所面临的问题捆绑起来，全然交付于社会工作者，期待其解决所有难题。这种预设不仅

限制了青少年主动探索与自我疗愈的能力，还削弱了其内在的成长动力。而在叙事疗法中，青少年才是

自身问题的专家，社会工作者的角色从主导者变成合作者，协助青少年解决问题。社会工作者应创造一

个安全、无评判的环境，让青少年感受到被理解和接纳，通过开放式的提问和倾听技巧，鼓励青少年回

忆并分享他们积极应对挑战或成功克服困难的时刻，对于青少年来说，这个时刻可能是学习上的一个进

步或是与同学相处的某个和谐瞬间。青少年回顾人生经历找到的例外故事就如同他们生命中的宝藏，被

重新发现和珍视，而这些“宝藏”也为他们点上了一盏代表勇气和坚韧的心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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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重写篇章，重塑自我 

社会工作者与遭受心理创伤的青少年共同探讨如何将“宝藏”融入新的生命叙事之中。这一过程需

充分考虑青少年的个性和兴趣，协助青少年识别并强化自己的优势和潜能，鼓励他们以自己的方式重新

书写人生故事。社会工作者可以提供一些引导性的问题或建议，如“你觉得这个经历对你有什么意义？”

“你希望未来怎样描述自己的这段经历？”。 
遭受心理创伤的青少年在这个过程中找寻新的生命故事，以全新的视角审视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

来，同时社会工作者也会从案主的故事中找到共鸣，得出新的感悟，并将感悟反馈给案主，从而可以加

深案主自我重塑的深度。通过重写生命故事，青少年能够摆脱旧有叙事中的消极影响，重新定义自我身

份，赋予生活新的意义和目标。 

4.4. 仪式见证，心灵启航 

在结尾阶段，也即巩固新故事阶段，社会工作者可以设计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充分考虑青少年喜

好和社交需求的仪式来庆祝青少年的成长和变化，如组织一次小型聚会等。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米德

的自我发展理论中提出了重要他人的概念，从广义层面上理解，重要他人是指对个人的社会化过程产生

重大影响的具体人物。重要他人对新故事的评价会加深遭遇心理创伤的青少年对当时成长和收获的印象，

在未来的人生里，可以从这些评价中获得前进的方向。因此在心理创伤修复的结尾阶段，邀请家庭成员、

朋友或同学作为见证者参与仪式，通过复述与反馈环节，进一步巩固青少年对新故事的认同。 
除此之外，治疗信件的使用也可以有效地将运用叙事疗法的结果延伸到现实生活中去。适合青少年

的治疗信件包括记录青少年参与叙事的历程或者在叙事过程中收获的小卡片、照片、奖状和个人成长视

频等，这些信件使服务对象沉浸在新建构的故事中，更加牢记自己身上积极的改变。不论是仪式还是治

疗信件，这种仪式感都不仅仅可以强化青少年对新叙事的内化过程，还有助于他们在社交圈中构建积极

的身份形象，促进社交融入和心理健康的全面发展。 

5. 结论与展望 

现有文献表明，叙事疗法在心理治疗领域有显著的疗效和广泛的应用前景，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家

庭和谐以及社会稳定都有促进作用。本研究通过对叙事疗法介入青少年心理创伤修复的应用进行深入探

讨，发现叙事疗法以其独特的治疗理念和实践技巧，为青少年心理创伤的修复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叙

事疗法通过外化问题、点亮心灯、重写篇章和仪式见证四个环节，帮助青少年重构积极、健康的人生故

事，促进其心理健康的恢复和发展。展望未来，随着叙事疗法研究的不断深入，我相信这一疗法将会为

更多遭遇心理创伤的青少年提供新的解决思路，守护他们的心理健康与成长之路。此外，青少年心理创

伤的修复不仅需要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的努力，还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等各方面的参与和支持，

才能真正实现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全面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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