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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盘游戏在脑瘫患儿心理康复中的作用探讨

王
!

涛'综述!张
!

际9

#审校

"

'<

重庆医科大学儿科学院
!

%&&&'%

%

9<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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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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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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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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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性瘫痪$简称脑瘫%指患儿出生前*出生时或出生后
'

个

月由各种原因导致的非进行性脑损伤或发育缺陷所致的运动

障碍及姿势异常#常伴有智力*语言受损和行为异常(

'

)

'国外

统计显示#脑瘫发病率达
9s

!

8s

(

9

)

'我国约
9s

#现有患儿

%&&

万
!

6&&

万#致残率达
%9@

!

%6@

(

8

)

#给家庭*社会带来巨

大的经济和精神负担'迄今为止#尚无方法可以使脑瘫患儿完

全康复#但它并不影响患儿寿命并最终会步入社会(

%06

)

'人们

脑瘫知识匮乏及对患儿的误解*偏见甚至歧视#带给患儿巨大

的心理压力#从而引发一系列心理问题'患儿躯体*认知*知

觉*心理等方面的障碍严重影响患儿发展及家长生活(

?

)

'如何

为患儿提供合适的心理康复服务是康复工作者和家长亟待思

考和探讨的课题'沙盘游戏疗法是多拉
<

卡尔夫于
9&

世纪
?&

年代创设的一门独特而有效的发掘潜意识的心理治疗方法和

技术#是目前儿童心理治疗领域的研究热点'但国内外将它用

于脑瘫患儿心理康复领域的研究甚少'这一方法为脑瘫患儿

心理康复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

!

脑瘫患儿心理问题及治疗

?<?

!

脑瘫患儿心理问题
!

脑瘫一般不能治愈#且功能恢复慢#

?&98

重庆医学
9&''

年
''

月第
%&

卷第
8'

期



随着患儿年龄增长易出现抑郁*焦虑*易激动和情绪波动等心

理特征'同时#常伴有生长发育受阻'研究表明#早期发育受

阻的儿童更易出现焦虑*抑郁*自尊缺乏*多动等心理#早期心

理刺激则有利于健全儿童心理(

7

)

'国外研究显示#脑瘫患儿心

理问题是躯体问题的
9

倍#是正常儿童心理问题的
8

倍'有研

究发现#因家长的过度保护和溺爱#患儿易出现焦虑*沮丧等心

理问题&国内研究显示#近
:'@

的脑瘫患儿伴有不同程度的心

理问题(

5

)

'

?<@

!

脑瘫患儿心理治疗
!

长期以来#有关脑瘫患儿康复治疗

的研究多集中于物理治疗等躯体功能康复方面'心理康复方

面则涉及较少#大部分仅提出了理论方法#缺乏具体的针对性

措施'目前常用的方法主要是建立良好护患关系#掌握并评估

患儿异常心理$量表*会谈或观察%#给予心理咨询*鼓励和引

导'由于脑瘫患儿常伴有智力障碍#不能亲自完成测试量表而

由家长代替#影响结果的准确性&语言障碍也常导致咨询不能

顺利进行或效果不佳'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探讨系统的*具

体的治疗方法'魏国荣(

:

)提倡将游戏引入患儿的康复中#他认

为游戏可以最大程度发挥患儿潜力#健全人格'焦晓燕(

'&

)建

议在患儿康复训练中引入音乐疗法#认为音乐可以提高患儿心

智*稳定情绪*培养良好人格'与游戏疗法和音乐疗法相比#沙

盘疗法独具特色#对脑瘫患儿更具特殊意义'

@

!

沙盘游戏理论分析

沙盘游戏作为一门独特而有效的发掘潜意识的心理治疗

方法和技术#它整合了东*西方心理学思想#包含着丰富的东方

哲学#如中国周敦颐的太极哲学*易经的心理学思想和阴阳五

行理论以及日本的禅宗思想和藏传佛教思想等(

''

)

'这使得沙

盘游戏可摆脱地域文化束缚#促进其在我国的本土化进程'

@<?

!

构成要素及操作方法
!

沙盘游戏疗法构成要素!一个专

门进行沙盘游戏的房间*按特定比例制成的沙盘$沙盘内面为

蓝色#尺寸为
67JOd79JOd7<?JO

%*水源*放置模具的架

子*各种类型的模具$

'9&&

个以上#包括人物*动物*植物*建筑

物*交通*家居等%以及能与患儿共情的治疗师'

治疗师首先要了解患儿基本情况并与之建立良好的信任

关系#然后#告知患儿可随意选择模具和塑造沙盘里的沙子以

构建头脑中想象出来的任何图景'游戏开始后#作为整个游戏

见证者的治疗师要营造自由*安全的氛围#坐在一个距沙盘较

近且不影响患儿的地方#以一种欣赏而非批判的态度去发现患

儿流露出来的种种+秘密,'沙盘作品完成后#治疗师与患儿及

家长共同探讨沙画的场景和每个模具的象征意义'探讨结束

后拍照记录#拆除沙盘'整个游戏过程一般为
6&O"#

'沙盘游

戏强调治疗师静默地见证患儿内心世界的表现#共感地陪伴和

参与来访者心灵治愈的历程'营造自由*安全的空间#是治疗

取得积极成效的保证'

@<@

!

沙盘游戏治疗原理
!

无意识水平工作#象征性分析原理

及感应性转化机制是沙盘游戏治疗的
8

项基本原理'

@<@<?

!

无意识水平的工作
!

在无意识水平进行分析和治疗是

荣格分析心理学的核心概念'大部分心理病症都源于意识和

无意识的冲突与分裂'因此#在治疗和分析中#要建立沟通意

识与无意识的桥梁#通过无意识来化解各种情结'荣格分析心

理学强调集体无意识#其
8

种分析方法是!词语联想*梦的意象

象征分析和积极想象技术#这些都与集体无意识密切相关'沙

盘游戏治疗所注重的无意识水平的工作#首先需要对无意识有

一种接受和容纳的态度'这要求个体倾听自己内心深处的表

达#让无意识自发涌现'同时要有积极的意识准备#面对和承

受来自无意识的内容'沙盘游戏过程中#分析师会帮助来访者

接近无意识#在无意识的指导下通往治愈与发展之路'

@<@<@

!

象征性的分析原理
!

沙盘游戏过程充满了象征性的语

言'虽然沙盘游戏具有非言语性的特点#但事实上沙盘作品在

通过象征性的语言+说话,'荣格认为+象征,本质上属于无意

识的自发表现#它可以塑造人的意识#促使意识与心理去同化

和吸收象征中所包含的无意识内容'比如#当一个青蛙模具出

现在沙盘中时#除现实意义之外#还具有神话的象征意义#它已

深入集体无意识内容层面'不同的颜色也会产生不同的联想#

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

@<@<A

!

感应转化机制
!

感应是心理分析和沙盘游戏过程中重

要的工作原理'感应包含着+心诚则灵,*+精诚所至*金石为

开,的道理#反映的是+移情,*+共情,的心理分析效果(

''0'9

)

'因

而#感应是治愈的重要因素#有感应就会出现自然而然的治愈#

获得心理分析所追求的转化与自性化'沙盘游戏自由*安全的

氛围#以及守护沙盘和整个治疗室氛围的分析师#无时不在发

挥着+感应,和+共情,的治愈作用'

A

!

沙盘游戏在儿童心理治疗中的应用

国外研究显示沙盘游戏对儿童行为问题*特殊儿童心理障

碍以及其他神经症状都有显著疗效'樱井素子和张日癉(

'8

)对

一所澳大利亚重度语言障碍儿童学校全体学生进行沙盘游戏

治疗#结果显示儿童的语言沟通及人际交往能力显著提高'

c$#.

G

Y

和
_"IB"+

(

'%

)对幼儿园儿童进行一系列沙盘游戏干

预#发现沙盘游戏可以缓解儿童因适应障碍而产生的不良情绪

和内心冲突'国内研究发现沙盘游戏在儿童自闭症*孤独症*

缄默症方面有积极作用'张利滨等(

'6

)对
7

!

'%

岁有焦虑情绪

障碍的儿童进行
5

次沙盘游戏治疗后#儿童的焦虑情绪得到有

效缓解'徐洁和张日癉(

'?

)运用沙盘对
'

例选择性缄默的女孩

进行治疗#女孩的学校适应能力和亲子关系发生积极转变'

B

!

沙盘游戏对脑瘫患儿的特殊意义

B<?

!

弱语言性要求特征
!

语言并非儿童最擅长的表达工具'

统计显示#难以用语言准确表述自己的焦虑*压力和无助的脑

瘫患儿合并智力障碍者占
7%<6@

#重度脑瘫儿合并智障者占

:&@

(

'7

)

#语言交流障碍者则占
%'<?@

(

'5

)

'因此#很难通过言

语了解患儿的内心#而沙盘游戏非言语依赖性的特点则有助于

了解患儿心理'游戏中#患儿无意识内容会自然地流露于沙

盘#治疗师能够通过游戏内容洞察患儿的潜意识心理状态#从

而发现和治疗患儿心理问题'王萍等(

':

)通过沙盘游戏#成功

缓解
'

例社交焦虑的聋童$无语言交流能力%的焦虑情绪'

B<@

!

有助于诊断患儿心理问题
!

3F

D

""

(

9&

)对沙盘游戏的诊断

效度和信度进行分析#显示其可以作为一种诊断工具'蔡宝

鸿(

9'

)以初始沙盘为研究对象#对
?6

名小学生初始沙盘的主题

特征编码分析#找出了对儿童行为问题具有诊断意义的沙盘主

题特征'不同的沙盘作品反映不同的心理特质#忧郁症者使用

模具数量偏少#很难塑造出有创造性的东西&孤独症者使用模

具少#空白领域大#且不同领域间缺乏联系#缺乏活力(

99

)

'对

于言语表达障碍的脑瘫患儿#沙盘游戏的投射原理有助于洞悉

患儿的心理状态和特征#从而及时发现心理问题#以早期干预#

促进患儿心理发展'

B<A

!

有利于健全患儿人格
!

艾里克森将人格的发展过程分为

7&98

重庆医学
9&''

年
''

月第
%&

卷第
8'

期



5

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可能出现特有的心理社会危机#而解决

危机的方式决定人格的发展#同时又影响以后解决危机的方

式'人格的形成主要受童年经历的影响#而脑瘫患儿的童年经

历往往是不愉快的'患儿常因身体原因而不愿与外界接触#表

现为胆怯*缄默'沙盘游戏自由*安全的环境对于患儿来说#没

有任何威胁#心理防御机制减弱#可以自由表达和宣泄消极情

绪#放松身心#修复受创的早期人格结构'李江雪(

98

)运用沙盘

游戏治疗
'

例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后#核心症状情感和冲动行

为变化明显#其他各种人格问题也得到改善'

B<B

!

易于被患儿接受
!

游戏是儿童的天性#脑瘫患儿和健康

儿童一样#也需要游戏'沙盘游戏没有特定规则#强调+自由游

戏,#不需要过多指导就能很快进入游戏'患儿的合作与投入

程度是任何其他治疗方法无法比拟的'

G

!

小
!!

结

目前关于脑瘫患儿的康复#更多注重躯体功能恢复而忽视

了心理发展'作为特殊儿童群体#脑瘫患儿普遍存在心理问

题#亟待探讨出一套具体针对脑瘫患儿有效的心理治疗方法'

沙盘游戏作为儿童心理治疗的有效手段#独具特色#能很好地

解决患儿心理问题#最大限度发挥患儿潜能'在脑瘫患儿的心

理康复中引入沙盘游戏#对于增强脑瘫患儿的心理康复效果#

提高脑瘫患儿的生命质量将产生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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