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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疗法的理论与技术研究进展'

王鑫强 综述!秦秋兵 审校

"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暨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江西省心理与认知科学重点实验室!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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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心理咨询(电影疗法(艺术治疗(心理阻抗

#中图分类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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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

I

#文章编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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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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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和治疗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来访者心理阻抗的难

题#应对心理阻抗成为心理咨询和治疗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当

前各类影视媒体通过寓教于乐$情境营造$榜样示范等机制对人

们的心理与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基于电影的电影疗法被认

为是心理咨询和治疗中降低心理阻抗#提升心理卫生工作的新

希望%本文将对电影疗法的概念$心理机制$干预模式与技术$

应用取向方面取得的进展进行全面分析#以期为克服来访者的

心理阻抗#顺利开展心理卫生工作提供理论依据与方法指南%

?

!

电影疗法的概念

电影疗法是
$2

世纪
"2

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艺术治

)!;$

重庆医学
$2!+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江西省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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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二五0规划一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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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王鑫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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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心理健康与咨询工作%



疗模式%

!""2

年#

Z'P

O

.<P699

等)

!

*创造性地将电影疗法定义

为流行电影在一般个体的心理健康问题中的应用%

X0

QQ

1:

)

$

*

认为电影疗法是/流行文化干预0形式之一#可以帮助解决家

庭$社会$文化$性别认同等不同类型的问题%

?'P/'P

等)

)

*与

X0

QQ

1:

)

$

*的观点相似#认为电影作为心理咨询的干预工具对大

众有普遍的吸引力#可以帮助解决文化$等级$性别$权力和性

取向等问题%

?K/1LP05M'

)

;

*将电影疗法定义为把电影作为个

体教育和发展#个人和人际关系的成熟过程的支持工具#是一

种既可以在个体咨询又可以在团体辅导中使用的现代技术%

有研究者对电影疗法持批判性态度#他认为电影疗法只是

一个干预工具而不是一种治疗方法)

,

*

%还有研究者使用其他

的名称来称谓电影疗法#诸如/流行文化干预0!

Q

6

Q

K(0P5K(LKP'

1:L'PJ':L16:

"

)

)

*

$/视频工作0!

J17'6T6PU

"

)

+

*

$/卷轴疗法0!

P''(

LM'P0

QS

"

)

*

*

$/情绪图片0!

'./6L16:

Q

15LKP'

"

)

#

*等%总之#根据赛

根医学词典电影疗法是基于传统的心理治疗原则的创新方法#

以电影中的影像$情节$音乐作为治疗工具#通过引导观影者的

心理洞察$启发$情感释放或慰藉等效应来促进心理愈合或成

长的一种团体治疗或自助形式%

@

!

电影疗法的心理机制

基于班杜拉的替代学习理论#

c(K9

)

"

*将来访者在观影过程

中的心理活动分为
)

个阶段&投射$认同和融合%其中#投射阶

段&一方面#来访者把自己的情感$意志和思想投射到电影上'

另一方面#电影本身的画面$音乐$灯光等构成的空间意志#能

使来访者的内在意识向它转移%认同阶段&经过投射#来访者

在看电影时有意无意地将自己和电影中的人物相对照#产生角

色认同%融合阶段&经过投射和认同#来访者逐渐进入状态#与

片中角色的心理相统一#产生强烈的共鸣#从而获得情感等方

面的支持阶段%

1̀/

)

!2

*也认为电影疗法的心理机制是&识别#

投影#理想化#建模和替代学习%

电影疗法广泛运用于各级各类学校$医院$监狱$家庭的心

理咨询与辅导%基于心理机制的不同阶段的原理#心理咨询师

可以对来访者进行不同层次和强度的干预#进而达到不同的效

果)

!!

*

%比如#/爆米花电影疗法0!

Q

6

Q

56P:51:'/0LM'P0

QS

"有

助于情感的释放'/共鸣电影疗法0!

'J650L1J'51:'/0LM'P0

QS

"

是根据来访者对不同的场景和人物的反应来帮助他们更深刻

地了解自己'/宣泄电影疗法0!

50LM0PL1551:'/0LM'P0

QS

"在治

疗开始前帮助来访者敞开心扉)

!$

*

%不过#电影疗法的关键之

处在于找到适合来访者的影片)

!)

*

#这样电影所体现的文化故

事$冲突$目标和价值观可以很好地发挥暗示$投射作用#激发

来访者的情绪情感认同#促进自我探索和改变%

A

!

电影疗法的干预模式与技术

A4?

!

电影疗法的干预模式
!

电影疗法可以是观看
!

部影片#

但不仅仅是简单地看
!

场电影)

!;

*

%首先#心理咨询师需要从

理论的角度指导来访者观看指定的电影#帮助他们投射到电影

故事中)

!,

*

%在观看过程中#随着情绪状态的深化#来访者能够

进入电影角色#认同电影中人物所面临类似的困难#找到接受

和支持他们的条件#提高问题解决意识#搜寻信息#找到解决方

案#学会解决自身问题)

!+

*

%观看后#心理咨询师可以利用电影

创造出的有针对性的隐喻来捕捉当前问题并就此展开讨论#从

而避免来访者在处理困难情境时产生心理阻抗)

!*

*

%上面对电

影疗法的描述是一般程序#有的研究认为电影疗法的具体干预

模式包括不定向性与定向性$结构化与非结构化$综合法
)

个

方面 %

A4?4?

!

不定向性与定向性
!

6̀LL('P

等)

!#

*认为定向性涉及一

个人影响个体某些方面的动机并做出积极改变的能力%例如#

使用定向性的心理咨询师为了取得良好的治疗结果会更加积

极主动地设定限制#组织结构会议#或提供建议)

!"

*

%而使用不

定向性的心理咨询师会倾向于让来访者来主导治疗%心理咨

询师使用电影疗法时#两种模式都可以使用%使用定向性的电

影疗法要求心理咨询师指出电影中和来访者实际生活的联系'

而使用不定向性的干预模式#需要来访者自己将电影中隐喻的

内容!如人物$情节$困境"与自己的实际生活相联系#然后大家

一起讨论他自己所选择的内容%

A4?4@

!

结构化与非结构化
!

'̀PP

)

$2

*认为结构化的咨询是心

理咨询师事先决定需要讨论的主题和问题#在议程中使用特定

的技术获取预期的结果%结构化的电影疗法也是一样的#使用

这个模式时心理咨询师会让来访者观看一段他认为有很好的

治疗效果的电影片段%这种模式可以让来访者认识到电影主

题#并为后续的讨论做好准备%相比之下#非结构化电影疗法

会让来访者选择自己觉得重要的电影片段#并选择不同的主题

进行讨论#无论这些主题是否与现有问题相关%

A4?4A

!

综合模式
!

在使用电影疗法时#心理咨询师可以根据

情况将不同模式结合使用%比如#若心理咨询师将非结构化和

不定向模式相结合#就要避免提前想好议程#告知来访者主题#

及引导来访者将电影与其生活相联系%而非结构化定向模式

就要涉及让来访者选择自己觉得重要的片段#并帮助他们找到

与自己的生活的关联之处%结构化不定向模式要求心理咨询

师指导来访者观看特定的主题#但是要让来访者自己将电影和

生活相联系%结构化定向法要求心理咨询师不仅指导来访者

观看电影#还要帮助来访者将电影和生活相联系)

$!.$)

*

%

A4@

!

电影疗法的干预技术

A4@4?

!

说服技术
!

电影是一个强大的媒体)

$;

*

#可以/多层次

多种方式进行说服0%第一种方式是
_099

等)

$,

*通过模拟适当

和不适当的社会行为来促进定型进而全面推广美国西方价值

观和流行文化%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宣传改变人们的思想#推动

政治和文化转变)

$+

*

%最突出的第三种方法与电影疗法一致#

是通过电影的角色认同进而说服观众%一般相似的经历导致

观众认同电影里的角色#但
_099

等)

$,

*认为即使观众和电影角

色的经历并不相似也可能引起身份认同#可以用来解决性别角

色$种族歧视$以及宗教信仰的问题%

A4@4@

!

规范性技术
!

电影疗法经常会用到规范性技术%该技

术由阅读疗法发展而来#并在门诊和学校中一直沿用至今)

!*

*

%

这种技术涉及在咨询进程中为来访者布置特定的观影任务作

为作业#并在接下来的辅导中对观看电影进行讨论%有研究通

过让一个家庭在家观看电影+

['0P5M1:

O

N6PZ6RR

S

G195M'P

,来

调查他们对天才儿童的看法#并要求他们注意该儿童如何看待

自己超凡的能力和父亲对他的督促#以及两者的后果%

A4@4A

!

引导观看技术
!

引导观看不是要求来访者自行观看电

影#而是心理咨询师和来访者一起观看电影或特定的片段#帮

助来访者解决现有的或潜在的问题%比如#在心理咨询中让一

组青少年观看/

&M'ZP'0UN09L<(KR

0希望能够帮助他们缓解工

作压力#学习自我接纳#解决人际冲突%

B

!

电影疗法的应用取向

B4?

!

心理教育取向
!

美国军方专门用一些短片和纪录片来帮

助退伍军人了解一些在将来可能会经历的事情#进而顺利适应

社会%如今#心理咨询师仍然在使用此心理教育取向%例如#

在家庭治疗中#心理咨询师通过特定的电影#比如电影+继母,#

可以帮助来访者了解离婚和重组家庭将会面临的困境%

;!;$

重庆医学
$2!+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B4@

!

愈合取向
!

有记录表明#一些军事医院用电影来治疗退

伍军人和住院患者的精神疾病)

$$

*

#但是有时却有负面的影响%

比如#给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军人播放暴力的战争场

面#这一理论的假设是将被试暴露于战争和暴力中#以助于降

低患者的战争创伤#但实际上它是助长焦虑的#尤其是观影后

没有进行辅导时)

$$

*

%然而#其他情况下#通过电影以积极幽默

的方式可以使患者放松#有助于疾病或创伤的愈合%直到今

天#心理咨询师还在使用这种方法#让来访者观看有趣的电影

作为一种短暂的逃离压力或悲伤的方式%

B4A

!

洞察力取向
!

类似心理教育方法#敏锐的洞察力办法拟

为来访者获取特定问题的新信息%另外#洞察力不仅仅是获取

信息#它还意味着行动#是指来访者理解问题并且得到解决方

案)

$)

*

%因此#该方法通过引导来访者清晰全面的考虑问题进

而改变行为方式%比如#一个心理咨询师用这种方法来教孩子

解决冲突#让孩子们观看并比较电影里不同角色正确和错误的

解决冲突的策略#然后制订自己解决冲突的行为计划)

!"

*

%

C

!

总结与展望

传统疗法中心理阻抗很难避免#但电影疗法基于电影的隐

喻却可绕过分析和逻辑而将意义传达给大脑)

!$

*

#能减少和克

服被试的心理阻抗)

$*

*

#使得心理咨询顺利进行%电影疗法不

仅可以有效提高来访者的自尊#情感表达和理解能力#改善人

际关系#还有助于抑郁$焦虑和精神病患者的康复%例如
=9.

R6KP:'

和
0̂5U96:

用电影+魔戒&魔戒的现身,对一位抑郁症患

者进行为期
,

周的干预#结果发现在进行电影疗法期间该患者

绝望水平下降#乐观水平上升#抑郁症有明显改善)

$#

*

%韩国学

者发现电影疗法能有效增加老年人自我完整性和降低抑郁症#

且团体治疗比单独辅导更有效)

$".)2

*

#并开发了一套将电影和

电视剧应用于老年抑郁的干预程序)

)!

*

%

?K/LP05M'

)

)$

*使用电

影疗法对
+2

名
!"

#

$$

岁的大学生进行
!2

个周期的团体干

预#结果发现#电影疗法可以帮助他们进行自我发现和自我探

索#缓解青少年焦虑%

如今#电影疗法已经风靡欧美国家#然而它在中国的研究

才刚刚起步#面临着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电影疗法的

作用机制研究还主要停留在经验阶段#其内在心理规律与脑神

经生物机制问题需要进一步实验探讨%未来研究可以在学校

的发展性$预防性或治疗性等不同心理咨询任务中考察电影疗

法的产生$变化的规律特点#分析电影疗法的不同干预方法$不

同取向与电影特征$个体特征之间的关系#以及电影疗法对个

体不同心理健康问题的作用机制%

其次#现有的电影疗法的理论基础和作为心理咨询媒介的

电影资源也都来自于西方国家#然而心理治疗和电影媒介都有

其独特的文化背景)

))

*

'我国的电影疗法尚属于起步阶段#如何

将其纳入到我国心理卫生工作之中#需要加强本土化的理论研

究及应用的探索等%

此外#应围绕常见的心理卫生问题#根据电影选片原则#对

相关领域专家采用开放式访谈法$提名法和评定法#对相关电

影进行科学分析和筛选分类#初步建立针对各类的心理卫生问

题的电影素材库和相应的电影疗法程序资料包或相关网络平

台#全面服务于医院$学校等各类机构的心理卫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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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通道概述

&H><

通道是一类在外周和中枢神经系统分布很广泛的

通道蛋白#首次发现于黑腹果蝇的视觉传导系统%目前#在哺

乳动物中有超过
)2

个
&H>

通道家族成员被克隆%根据同源

性的不同#

&H>

通道可以分为
*

个亚家族%分别是
&H><

$

&H>C

$

&H>E

$

&H>EX

$

&H>>

$

&H>I

$

&H>A

%这
*

个亚族

又各自包含若干成员%其中
&H><

分为
*

个亚族成员!

&H.

><!

#

*

"#其中
&H><$

在人类被证实是一种伪基因%

&H><!

是最先被克隆的哺乳类
&H>

#可与其他
&H><

亚基形成异聚

体%

&H><;

和
&H><,

间约有
+,\

的同源性#

&H><)

$

+

$

*

之

间根据组成比例的不同可以组成许多不同功能的
&H><)

$

+

$

*

异聚体%

&H><)

$

+

$

*

之间有大约
#2\

的同源性%

&H><

各类亚族有相同的拓扑结构&

&H><

蛋白的
A.

末

端和
<.

末端被
+

个跨膜区!

[!

#

[+

"分开#

[,

和
[+

间有一跨膜

通道#这是
&H><

的结构基础%

A.

末端有
$

#

;

个锚蛋白重复

序列#它与通道蛋白的细胞膜锚定有关%

<.

末端包含一个

&H>

标志基序!

-F G̀IH

"#与
&H><

蛋白的自身调节有

关)

!

*

%

&H><

通道是一种无选择性
<0

$D 可通过的阳离子通

道)

$

*

%由此可见#

&H><

的结构多种多样#这与细胞功能的多

样性有关%

@

!

&H><

在血管内皮细胞上的表达

根据研究显示#

&H><

的
*

个成员均可表达于不同来源的

内皮细胞%最近有文献报道&

&H><!

$

)

$

;

$

,

$

+

亚型均表达于

来自人类脐静脉内皮细胞的内皮细胞链!

-I4M

S

"$+

细胞

株"

)

)

*

%例如#对
&H><;

缺陷型小鼠的研究表明
&H><;

参与

了内皮细胞中激动剂诱导的钙内流过程#能够调节血管的紧张

度)

;

*

%根据
M̂6

等)

,

*的研究显示#在人的单层汇合内皮细胞

内#

&H><!

的过表达#会使由凝血酶和
C-_G

诱导的跨内皮细

胞通透性增加%此外#不同血管床$不同动物种类来源的内皮

细胞表达不同的
&H><

通道%例如#

&H><!

和
&H><)

#

+

在

牛主动脉内皮细胞中表达)

+

*

#但
&H><)

不在牛肺内皮细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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