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部分 咨询理论方法

萨提亚转化式心理咨询督导模式的理论与应用

蔺桂瑞

(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 )

摘 要
:

萨提亚转化式督导模式是基于萨提亚转化式咨询理念的督导
。

它强调积极正向的人

性观和治疗理念
,

系统性的整体治疗观和运用咨询师自我
。

它的督导目标是提升咨询师的自

信
,

提升咨询师的咨询技能
,

提升咨询师的一致性
。

它通过建立和谐的督导关系
,

询问过程

性问题
,

运用平行关系来进行督导
。

萨提亚督导模式的适用于督导各种流派的咨询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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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督导是心理咨询督导师运用心理咨询督导的理论和方法
,

协助咨询师提高专业

技能和个人成长的过程
。

每一个心理咨询的专业人员
,

都必须要接受心理咨询的专业督导
,

这是心理咨询专业伦理的要求
,

也是专业人员保持职业发展的要求
。

随着我国心理咨询的发

展
,

专业人员对心理咨询督导需要越来越多
。

近年来
,

我国心理咨询督导师们运用自己所掌

握的督导理论和方法为咨询师们提供专业帮助
,

积极进行心理咨询督导的实践探索
。

本人在

系统学习了萨提亚转化式心理咨询督导模式的基础上
,

为高校心理咨询教师进行专业督导
,

对萨提亚转化式心理咨询督导模式的理论与应用有了一些认识和体会
,

草拟此文与同行分

享
。

一
、

萨提亚转化式咨询理念与督导

萨提亚转化式督导模式的理论基础是萨提亚转化式的咨询理念
。

主要有以下儿点
:

( 一 ) 积极正向的人性观和咨询理念

萨提亚对人的看法是积极正向的
。

她认为每个人都是生命力的独特展现
,

这一生命力推

动人们积极成长
。

人们的本质是好的
,

都拥有自己内在的资源
,

也有能力利用外界的资源帮

助自己成长
。

基于她对人性的积极看法
,

她的咨询观念也是积极的
。

她认为人们的问题不是问题
,

如

何应对才是问题
。

咨询需要焦点不是放在症状或问题上
,

不仅仅关注过去和现在发生了什么
,

而是把重点放在健康及改变的可能性的部分
,

更关注可能性
,

关注如何协助人们变得更一致
,

更和完善
。

因此
,

萨提亚的心理咨询强调改变
,

而不是将重点放在去掉问题和病症上
。

她认

为只要来访者能够运用白己的内在资源去改变
,

他的问题和病症自然会消失
。

( 二 ) 系统性的整体咨询观



萨提亚强调心理咨询必须在互动的系统中工作
,

在系统中来访者体验他或她的生命力
。

从外在系统来看
,

父母会带着自己的冰山
,

即应对方式
、

感受
、

感受的感受
、

观点
、

期待
、

渴望
、

自我与孩子互动
,

孩子在这个家庭的系统中形成了人格
。

内在的系统包括来访者本人

的情绪
、

观点
、

期待
、

渴望和自我
,

所有这些方面以系统的方式相互作用
。

互动的系统包括

一个人在过去和现在生命中经历的关系
。

内在的和互动的系统相互作用
,

一个系统中的变化

会影响另一个系统
。

转化性的改变是内在系统的能量转化
,

它会带来互动系统的改变
。

其他

治疗流派则会强调某一个层次胜过其他层次
,

更有甚者
,

会选择用一个层次来概括其他所有

层次
,

例如一些治疗强调作用于行为
,

另一些治疗则仅仅作用于感觉水平
,

希望通过它来改

变整个系统
。

(三 ) 运用咨询师自我

治疗师的一致对来访者接触他们 自己的生命力是很关键的
。

当治疗师表里一致时
,

来访

者会体验到关怀
、

接纳
、

希望
、

兴趣
、

真实
、

可信和积极参与
。

治疗师运用自己创造性的生

命力
,

使用隐喻
、

幽默
、

自我表露
、

雕塑和一些其他创造性的干预方法
,

这些也来 自于当治

疗师在表里一致的状态下
,

与他自己的自我的联结
。

二
、

萨提亚督导的过程

基于以上的萨提亚转化式咨询理念
,

萨提亚督导的过程具有下述的特点
。

(一 ) 萨提亚督导的 目标

萨提亚督导的目标是
:

提升咨询师的自信
,

提升咨询师的咨询技能
,

提升咨询师的一致

性
。

所有的心理咨询督导
,

都是关注咨询师本人
,

而非个案本身
。

不是督导师为咨询师分析

个案
,

而是通过督导咨询师
,

使其能够通过反思自己的咨询过程
,

觉察自己在咨询过程中运

用 自我
,

运用咨询技能
,

更好地帮助来访者
。

有些心理咨询督导
,

则把关注点放在案例分析

上
,

而非协助咨询师在个人及专业上更好的成长
。

也有的流派的心理咨询督导太过于指导咨

询师的技能提高
,

对咨询师在个人成长关注不够
。

而萨提亚督导模式则既注重于咨询师咨询

的技能提高
,

也注重咨询师在的个人成长
。

如何才能实现这三个 目标呢 ?

(二 ) 建立和谐的督导关系

在心理咨询的督导中
,

咨询师往往把自己当作一个弱者
,

求助于咨询师
;
而一些督导师

则往往把 自己视为专家
、

权威
,

他们居高临下
,

唯我独尊
,

象法官似的对咨询师指手划脚
,

评判对错
,

消极地利用和操纵来访者
。

这就使督导关系变得象等级关系
,

彼此不平等
。

在这

种不平等的关系中
,

咨询师会由前来督导时的焦虑
、

紧张
、

自卑
,

变得更为不自信
。

当他们

自己不 自信时
,

又如何协助他的来访者提升 自信呢 ?

萨提业模式督导强调督导师可以通过保持白我的和谐一致
,

创建一种信任和关怀的环



境
,

使咨询师降低焦虑与自我贬低
,

建立 自信
。

督导师从内心深处相信咨询师是有智慧
、

有

能力的
,

真诚地欣赏咨询师在咨询过程中的成功之处
,

并让其 自我觉察与自我肯定
。

在萨提

亚的督导模式中
,

督导师常常问咨询师
: “
在咨询中你认为自己最满意的部分是什么 ?

” , “
你

最欣赏自己的是什么 ? ” , “
你做了什么让来访者变得更 自信了? ” ……使咨询师对自我有更

多的接纳和欣赏
,

从而更加自我肯定与自信
。

当咨询师出现盲点时
,

督导师不是对其评价
,

而是协助其 自我觉察与反思
,

同时引导他找到问题解决的新思路
。

通常督导师会向
: “
如果

下一次你再遇到这样的问题
,

你会怎么做 ?
”

由咨询师自己做出更好的
、

更有意义的选择和

决定
。

使咨询师感到自己是有力量
、

有能力的
,

提升了他们的自尊与自信
。

倘若督导师不断

评判他
,

给他挑毛病
,

替他想办法
,

提建议
,

就会加重咨询师的焦虑和无力感
,

使他在督导

过程中花费许多能量去关注自身的情绪
,

无法专注于觉察和 自我学习
,

不利于他的专业成长

与个人成长
。

(三 ) 询问过程性问题

所谓过程性问题
,

是指能督导师带领咨询师探索内在的问题
。

在萨提亚督导模式中
,

重

视过程比重视内容更为重要
。

过程性问题之所以重要
,

是因为它能够经由通过一系列 j’ed 题的提问
,

让督导师与咨询

师一起进行合作性的历程探索
,

使咨询师在体验中进行自我觉察
。

觉察
,

是一个由潜意识进入意识的过程
。

咨询师己经习惯了自己的一个特定的感觉
、

思维
、

行为模式
,

当这些变成了他的一种 自动化的反应之后
,

如果没有意识的帮助
,

它会一

直持续下去
。

在督导师的提问下
,

他可以经过逐渐觉察之后
,

从自动的反应水平上升到意识

层面上的反应水平
,

给予自己更多改变的可能
。

这个过程是他经过自己的探索发现所得到的
,

经由体验后被内化为自身所拥有的能力
。

这种协助咨询师 自我提升的过程
,

远比被人告知
“
哪

里是盲点
” , “

哪里该如何做
”

更有价值
。

倘若咨询师被人告知去做什么时
,

他就被掠夺了

自我觉察和自我成长的机会
。

根据萨提亚积极转化化式的咨询理念
,

督导师不是要直接去掉咨询师的那些不适应的

部分
,

而是为原本存在的东西添加一些新的东西
。

比方说
,

与其与黑暗斗争
,

倒不如为它增

加一些光明
,

在增加光明当中
,

黑暗也就自然消退了
。

与此类似
,

当受督导的咨询师为自己

增加新的知觉
、

新的感受和新的期望时
,

新的咨询的理念和方法也就产生了
。

觉察就是督导

师在咨询师已经存在的资源中增添一些具有帮助的部分
。

如何进行提问呢 ?

在萨提亚模式督导的过程中
,

督导师不是基于自身的投射来评判咨询师的咨询
,

而是

抱着
“

不知道
”

的好奇态度
,

探寻式地问咨询师一些过程性问题
。

问叨卜些问题呢 ?

督导师问的问题是依据其所掌握的心理咨询的理论
。

询问时要贴着咨询师的谈话
,

注

意对方的细
一

节
,

问过程性问题
。

这些向题会涉及咨询师对来访者的感受与评估
,

对咨询关系
、



对个案咨询理念和咨询技能在个案中使用
,

对在咨询过程中咨询师对 自我的使用及有关个人

成长的议题的感受与认知
,

以及咨询师经由督导过程的学习与改变等
。

这些题都要探索咨询

师的内在
,

都要正向提问
,

并且要使每一个提问都比上一个问题更加深入
。

例如
,

在协助咨询师觉察他对个案的评估时
,

常常会问
“

你如何看待你的来访者 ? ” “
如

何概念化他 ? 如何理解他 ?
” , “

他的问题是什么 ?
” “
你要探索的是什么 ?

” “
为什么问题成

为问题 ?
” “

你的咨询 目标是什么 ?
”

等
。

在协助咨师觉察他的咨询技能时
,

常问的问题有
“
你看到了什么 ?

” , “
为什么你会这

样处理 ?
” , “
你是怎么帮他的? ” , “

你这样做
,

背后的理论假设是什么
” , “
你帮他有什么效

果 ? ” , “
你在咨询中什么地方卡住了

” , “
发生了什么

,

让你卡住了?
” , “

下一次再见来访者

时你会有什么改变 ? ”
等

。

在协助咨询师觉察 自我的议题时
,

常问的问题有
“
你对来访者有什么感受 ?

” , “
当你

做这些时
,

你内在的感受是什么 ? ” , “
是什么让你没有对来访者的这段话做出回应 ? ” , “

你

不喜欢他的行为
,

背后发生了什么 ? ”
等

。

咨询师如何才能问出深刻的问题 ? 这就要依赖于他对所掌握的心理咨询理论的深刻的

理解
。

(四 ) 运用平行关系

什么是平行关系 ? 萨提亚的督导模式中的平行关系
,

是指督导师与被督导咨询师之间

的督导关系与该咨询师与来访者之间的咨询关系具有相似性
。

督导师恰当地运用这种平行关

系
,

可以协助咨询师觉察自我的议题
,

达到自我成长
,

并将 自我作为一种有益的治疗工具
,

协助他的来访者转变与成长
。

例如
,

一个咨询师前来寻求督导师的帮助时
,

表现得很焦虑
,

因为他很想帮助他的来

访者改变
,

但来访者却没有按他的期望转变
,

他感到很挫败
,

怀疑 自己的咨询技能太欠缺
。

如果督导师协助他进行内在的探索
,

他会觉察到自己在焦虑情绪背后存在对 自我不够接纳的

议题
,

从而在督导过程中获得了自我成长
。

他会领悟到他的自我的未完成议题与他的来访者

寻求咨询的问题是相似的
。

当他学会了接纳自我
,

学会处理 自己的焦虑情绪后
,

他也就有能

力帮助他的来访者了
。

因为被督导的咨询师常把自己的问题投射到外界
,

投到来访者身上
,

因而看不清 自己
。

在督导中
,

运用平行关系进行督导
,

可以这样做
。

当咨询师说
: “
我的来访者总是焦虑

,

我怎样处理他的焦虑 ? ” ,

督导师可以问他
“

你是怎么处理你自己的焦虑的?
”

督导师要先

帮他处理他的问题
,

再让他帮助他的来访者
。

督导师问咨询师问题与咨询师咨询来访者问题

具有平行性
。

但是
,

如果督导师自身也拥有与咨
一

询师同样的个人议题
,

他就不会敏锐地觉察到这个

平行关系
,

无法协助咨询师达到个人的成 长和专业的成长
。

如 同萨提亚对咨询师的忠告一样
,

督导师作为一个人本身才是成功的督导历程的中心所



在
。

理论和技术虽然重要
,

但那只是在完全人性化的环境中所使用的工具
。

作为一名督导师
,

在督导过程中
,

自身也会卷入督导关系之中
,

如果不能保持自己内心的和谐一致
,

便不能敏

锐地觉察咨询师
,

协助其自我成长
;
进而也无法让咨询师有效地帮助他的来访者成长

。

因此

督导师应当不断地整合 自我
、

完善人格
, 。

三
、

萨提亚转化式督导模式的适用性

萨提亚督导模式除了适用于督导那些运用萨提亚心理治疗模式的咨询师外
,

是否也对

适用于对使用其他流派心理咨询师进行督导呢 ? 答案是肯定的
。

因为萨提亚创建的转化式心理治疗是一个整合式治疗模式
,

她广泛地吸收了精神分析
、

行为治疗
、

认知治疗
、

存在主义
、

格式塔治疗
、

交互分析
、

身体治疗
、

语义重构等多种治疗

理论
,

也吸收了东方文化的理念
,

具有极大的包容性
。

在督导中
,

萨提亚模式的督导师尊重

咨询师所使用的理论
,

协助他用自己熟悉的理论去个案概念化
,

使用 自己熟悉的治疗方法去

协助来访者改变
。

在督导过程中
,

她的重点不在于关注内容本身
,

而是关注过程
,

是咨询师

的内在
;
是提升咨询师的自信

,

咨询技能和 自我一致性
。

而这些以上这些
,

是所有的咨询师

在督导中所要获得的
。

因此我认为萨提亚督导模式适用于督导各种流派的咨询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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