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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要 电影疗 法是近二十年来兴起的 一种心理咨询模式 ， 它是一个 系统的干预或援助过程 ， 是在 良好的治 疗 关 系的 基础之

上 以影视或影视片段作为治 疗媒介 ，
结合其他有效的 治疗技术 ， 对来访者在观看影 片 过程中或之后所产 生的 内心体验以及 治

疗过程 中所产 生的动 力关 系进行分析 、 解读 ， 促进来访者 自 我领悟或 习 得问题处理技能 ，
从而达到 治疗 目 的 的

一

种 治疗 方

法 。
文章从以往研究对电影 疗 法的定义、 作用机制 、 治疗 阶段等 方面 回顾 了 电影疗 法的 发展 ， 并概述电影疗 法的 干预模型 ，

述评经典案例 ， 最后提 出 了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

关埋闻 电影疗 法 ；
电影治 疗

；
干预流程

分类号 Ｂ 8 4 9

作一场具有剌激性的讨论或
一次隐喻性的干预 。 以往研究

者对电影疗法 （ ｃｉ ｎｅｍａｔｈｅｒａｐｙ ） 的简单定义是 ： 选取具体

电影疗法是 2 0 世纪 9 0 年代在欧美国家发展起来的
一

的商业电影让来访者独自观看或集体观看以此获得治疗效

种艺术治疗新模式 。 在国外 ， 电影疗法的应用范围 日趋广果的
一

种治疗技术 （ Ｂｅｒｇ
－

Ｃｒｏｓｓ ，Ｊｅｎｎ ｉ ｎｇｓ ，＆Ｂａｒｎｃｈ ，

泛 ； 但在我国 ， 将电影疗法作为
一

种医疗康复的方法而进 1 9 9 0
）
。 有些研究者称这些

“

使用商业 电影的理论
”

为

行系统研究则只有数年时间 。 电影疗法整合了电影观赏与
“

观影任务 （ ｖ ｉｄｅｏ ｗｏｒｋ ）

＂

，
并把

“

观影任务
”

定义为
：

心理治疗等多门学科知识 ， 强调来访者在与咨询师建立信使用电影来促进自我领悟 ， 使得治疗方法更多样化 ，
为之

任关系的前提下 ， 以影视作 品为媒介 ， 通过 自我投射与自后的干预手段作铺垫 （
Ｈｅｓ ｌｅｙＷ＆ＨｅｓｌｅｙＧ ， 1 9 9 8

） 。

我审视 ， 促进 自我的重新整合和个性发展 ， 以达到治愈心也有研究者认为电影疗法是
一

个运用电影作为隐喻来提升

理问题的 目的 。来访者洞察力和 弓 Ｉ导其积极成长的治疗过程 （ Ｐｏｗｅｌ ｌ ，Ｎｅ
－

目前 ，
关于利用 电影疗法作为治疗手段的研究还很ｗｇｅｎ ｔ

，＆Ｌｅｅ
， 2 0 0 6 ；Ｋｕｒｉａｎｓｋｙ ，Ｏｒｔｍａｎ ，ＤｅｌＢｕｏｎｏ，

少 。 传统关于电影和治疗的研究都只关注电影中如何描绘＆ Ｖａ ｌ ｌａ ｒｅ ｌ ｌ ｉ

， 2 0 1 0
）
。 由此可见 ，

以往研究者对电影疗法的

心理治疗和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业人员 ， 很少提及电影疗法定义虽然各有侧重 ，
但都概括了电影疗法的要素 ， 即电影

的应用 。 在国 内 ， 电影疗法大部分情况下仍被作为艺术治疗法是以电影或电影片段作为治疗媒介 ， 对来访者在观看

疗的
一

个方面提及 。 因此
，
有必要系统地回顾以往研究者影片过程中或观影后所产生的内心体验以及治疗中产生的

对电影疗法概念的界定 、 作用机制及梳理其干预流程 。动力关系进行分析 、 解读 ， 促进来访者自我领悟或习得问

？ ．．题处理技能
，
从而达到治疗目的的

一

种治疗方法 。

2 电彩疗法的定义

电影疗法是阅读疗法的延伸 ， 在治疗过程中可以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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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病人对 自我困境的觉察 （
Ｓｈａ ｒｐ ，Ｓｍ ｉ ｔｈ

，＆Ｃｏｌ ｅ ，

3 电影疗法的作用机制
2 0 0 2

） 。
电影使用隐喻作为提高来访者洞察力的跳板 ，

有

电影疗法的作 用机制概括起来包括三个 方面 ： 渗透助于团体治疗 的建立 （ ＢｅｒｇＣｒｏｓｓ ，Ｊｅｎｎ ｉ ｎｇｓ ，＆Ｂａｒ
－

性、 安全距离及隐喻作用 。ｕｃｈ ， 1 9 9 0
；
Ｄｅｒｍｅ ｒ ＆Ｈｕ

ｔｃｈ ｉ ｎｇｓ ， 2 0 0 0
） 。

渗透性指的是被试身处电影营造的气氛中时能潜移默』

4 电彩疗法的适用对象及频率
化地发生改变 。 尽管被试的心醒抗程度不

－

， 但这并不

影响电影的渗透作用 。 已有研究发现电影疗法的效果与其电影疗法作为
一种治疗方法有自 己的适用群体 。 传统

心理阻抗水平不存在显著相关 （
Ｗ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 2 0 1 1

）
，
的电影治疗主要应用在大学 、

临床 门诊 、 精神病医院等领

因此 ， 电影疗法被认为是具有内隐性 、 保护性 、 渗透性优点域。 在青少年中 ， 电影治疗主要用于人际交往团体训练 ；

的干预方式
（
王鑫强 ， 张大均 ，

2 0 1 1
）
。在临床 门诊上 ， 主要用于进食 障碍患者 （ Ｄｕｍｔｒａｃｈｅ ，

安全距离指的是电影疗法使来访者不必直面问题 ， 而 2 0 1 4
）

、 情绪障碍患者
（
Ｐｏｗｅ ｌ ｌ

，Ｎｅｗｇ ｅｎ ｔ
，＆Ｌｅｅ ，

是利用电影作为载体给他们提供
一个相对安全的方式阐述 2 0 0 6 ） 的心理问题干预 ； 在精神病治疗中

，
电影治疗主要

自身问题 ，
这样能降低来访者的阻抗 。 电影可以让来访者针对物质滥用 、 抑郁症等 。 同样 ，

电影疗法适用于各种有

通过对剧中人物的认同以及对电影人物行为和动机的分析心理困扰的个人 、
夫妻以及家庭成员 （ Ｄｅｒｍｅｒ＆Ｈｕｔｃｈ

－

进行 自我探索 ， 而且会让来访者以
一

个更高的新视角 来看ｉ ｎｇｓ ， 2 0 0 0
） 。 此外 ， 电影治疗还被应用于犯罪人员心理

？

待他们 的 问 题
，
并且有 望从 中 得到解决 问题 的 方法矫正等领域 （张爱宁 ，

2 0 0 8
）
．

（ Ｒｉｚｚａ
， 1 9 9 7

）
。 电影疗法能为来访者和治疗师提供

一

个纵观国外的研究可以发现 ，
电影疗法多数时候是作为

共同探讨的机会 ，
从而巩固他们的关系 （ Ｂｅｒｇ

－

Ｃｒｏｓｓ ，
一种辅助的干预手段对已经接受

一

定时长的治疗的患者进

Ｊｅｎｎ ｉ ｎｇ ｓ ，＆Ｂａｒｕｃｈ ， 1 9 9 0
） ， 来访者不仅可以从电影中行康复干预 。 国外关于电影治疗的研究范围较广 ， 研究发

学到解决策略 ， 也可以针对现实生活提出有创造性的解决现电影疗法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来访者 ， 有文献指 出 ， 精神

方法
（
Ｎｅｗｔｏｎ

， 1 9 9 5
） ？状况较为活跃 、 亢奋的精神病患者不适合使用 电影疗法 。

电影疗法之所以能够产生积极的治疗效果 ， 除 了电影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 ， 即使是处于低功能水平的 患者 ，
电

本身具有的
“

渗透性 作用外 ， 更重要的是电影会提供给来影疗法仍具有
一定的潜在帮助 。

访者一个
■■

隐喻
＂

。 商业电影中的隐喻是被熟知的广泛应虽然王鑫强等人的系列研究发现 ， 仅干预
一

次的电影

用于娱乐 、 诱发强烈情感和认知探索的媒介 （
Ｍａｒｖａｓｔ ｉ

，疗法具有 即时疗效并能持续
一

周左右
（
Ｗａ ｎｇ ，Ｚｈａｎｇ ，

1 9 9 7
） 。 电影可以通过隐喻投射来访者的无意识情结 ， 唤Ｗａｎｇ ，Ｘｕ ，＆ Ｘ ｉ

ａｏ ， 2 0 1 0
；Ｗａｎｇ ＆ Ｚｈａ ｎｇ ， 2 0 1 1 ； 王

起来访者更多的洞察力和慰藉 ， 电影 中的隐喻描述着来访鑫强 ， 张大均 ， 2 0 1 1
）

， 但值得重视的是 ， 电影疗法仍是
一

者的问题
，
通过刺激暗示来访者对自我认同进行探索促进个长期的 、 有固定频率的治疗手段 ，

电影疗法的频率应视

他们的成长 ， 这是电影疗法的终极目标 （ Ｈｅｓ ｌ

ｅ
ｙ ， 2 0 0 0 ；具体情况而定。

一

般情况下观影次数应不低于 四次 ， 频率

2 0 0 1
） 。
有研究证实 ：

电影疗法不仅仅是简单地观看电不低于每月
一

次 。

影 ， 电影疗法包括对规定的电影治疗性的讨论以及来访者ｐ

5 电彩疗法的干預流程
就相似的人物性格通过策略性的质疑和隐喻性语言 的 ｉ寸

论 ， 避免来访者在处理困难情境时产生阻抗 ， 利用电影创电影疗法的干预流程按照观影的前后顺序 ， 可分为观

造出的有针对性的隐喻来捕捉当前问题的本质并就此展开影前 、 观影中 、 观影后三个阶段 。 而这三个阶段包含的要

ｉ寸论。 这些电影不仅能起到直接治疗的效果 ， 还能进
一

步素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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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确定 目标与被试分组——

1 ．被试同质 ；

2 ．被试问题程度处于中等水平 ；

3 ．主动性原则 。

观ｆ（
‘“

 ）

影
－

Ｉ 2 ，选片 Ｉ影片评估


1

前


＾



（

＾
1 ．基于被试当 前问题 、 兴趣爱好、 预

3 ．观影前准备
［定 目纖合考量 ；

＾ 2 ．尽量从隐喻层面上选取与主题相关

的电影 ；

Ｊ，

＊

？ 1 3 ．排除包含性 、 暴力等不适宜被试观
－

ａ

一 4 ．影前导看

｜

ｐ
—Ｊ看的电影 ；

％ 4 ．本土影片优先 ；

5 ．儿童及少年的干预影片选择应考虑
？





1理解能力 。

—
－

Ｊ 5 ．记录被试反应

1
 1 ． 电影留下的整体印象 ：

ｒ
－＾Ｊ

＼ 6 ．主试引导讨论
——＇

2
．谈论主角 ；



ｒ
￣



 3 ．创立
“

隐喻
’’

；

观
4 ．其他所思所感 。

影
ｆ


ｉ


1
＾ ^

后


7
．被试反馈

8 ．后Ｌ
ｉ
ｂ访

5 ． 1 观影前人左右
）

， 人数太多可能会影响疗效 。

5 ． 1 ． 1 诊断第三
，
主动性原则 。 从心理咨洵的角度看 ， 当来访者

为了使治疗更有成效 ， 评估诊断观影的对象是十分必意识到自己的困惑或问题 ， 有 自我改变的意愿和动机 ， 愿

要的 。 观影前咨询师应对来访者进行初步的诊断评估 。意接受电影疗法时 ， 辅导的效果相对较好 。 也有实践者提

第
一

，
确定 目标 。 根据来访者的具体问题 ， 咨询师应出学校心理咨询不必坚持

“

来者不拒 、 去者不追
”

的主动性

与来访者共同商讨或帮助其制定治疗 目标 。 例如
，
预计五原则 ， 因为 电影疗法不仅仅是针对已有临床症状的来访

次治疗能提升到怎样的水平 ， 并共同商定几个指标作为评者 ， 还是
一

种预防和发展性的教育辅导方式 。 不过 ，
这仍

定标准 ， 指标应该包含主观评价和客观评价 。需要辅导人员从学生的 自身需要出发 ， 尊重学生的 主体

第二 ， 被试分组。 从群体治疗的角度来说 ，
来访者问性

， 运用鼓励 、 商量的方式引导学生发挥其参与观影活动

题同质时治疗效果更好 ， 即被试同样为人际信任困难群体的主动性 。

或同为情绪障碍群体等 。 根据以往的研究来看 ， 来访者问 5 ． 1 ． 2 选片

题处于中等水平效果最好 ， 不宜过于严重 ＾ 此外团体治疗有效的电影治疗始于对指定电影的精心选取 ，
电影选

每组人数应在适宜范围内 （ 已有临床研究
一般每组 8

￣

 1 0取的适宜性关系到整个治疗的成败 。 电影疗法的电影选取



？

 4 6
．《心理技术与应用 》 2 0 1 5 年第 7 期 ｛

总第 2 3 期 ｝

非常费时 ， 洽疗师要根据不 同需求选取电影 。 例如 ， 不适 5 ． 1 ． 3 观影前 的准备

宜指定
一

部非常悲伤的电影给重度抑郁来访者观看 ， 除非为了能更合理地指导来访者观影 ， 治疗师应提前观看

电影中已充分表明解决办法 。 要选取电影 ， 必备步骤是对选定的电影 ，
并决定接下来是哪

一

部分的来访者观影 。 咨

电影进行评估 。洵师在给来访者观影前应遵循以下步骤。

首先 ， 完善对内容和来访者参与度的评估是使任何类首先
，

治疗师再次观影 。 治疗师在播放电影之前 ， 要

型的干预成功起效的必要步骤 ， 电影疗法也不例外 （
Ｃｈｒｉｓ －再次观看电影 ， 熟悉电影 内容 。 从治疗的角度来看电影 ，

ｔｉｅ＆ ＭｃＧｒａｔｈ ，
 1 9 8 9

） 。 评估
一

部电影应该基于治疗师对跟娱乐性的角度看电影是有很大不 同的 。 第二次观看电影

治疗成员当前问题 、 兴趣爱好 、 干预 目标的 综合考霣 。能更好地关注电影的治疗价值 。 例如治疗师会评估影片的

Ｈｅｓ ｌｅｙ
Ｗ和 Ｈｅｓ ｌｅｙＧ（ 1 9 9 8 ） 建议治疗师洵问被试的电感染力

，
考量电影能在多大程度上引起被试共鸣 。

影偏好 ，
并从他们选定的电影名单中提名 。 有研究者认为其次 ， 确定观影的地点 、 时间以及成员 。 治疗师应提

一

个家庭干预使用的电影评估过程依次为 ：
提 出现有问题前确定观影地点和时间 ，

提前通知来访者 ，
保证团体治疗

及治疗目标 ；
评估难度 ； 确定来访者的电影理解能力以及按计划进行 。 其中 ， 还应注意的是观影设备的播放效果以

对电影人物的分辨能力
；

考虑其他问题 （ 例如来访者的文及观影地点的容纳程度 ，
并根据治疗计划选取相应的被试

化程度 、 种族 、 社会经济地位 、 性取向 、 性别等 ）
；
根据评数 目 ，

估结果 ， 寻找匹配来访者问题的电影 。 5 ． 2 观影 中

电影疗法更多的时候是
一

种具有时间限制和主题定向 5 ． 2 ． 1 影前导看

的团体辅导 （ Ｄｕｎｃａｎ ，Ｂｅｃｋ ，＆Ｇｒａｎｕｍ ， 1 9 8 6
） ，
因此在分配观影任务时 ， 治疗者应预先描述电影而不仅仅

在评估电影的过程中要针对治疗的 问题来选择电影 ，
如果是简单地推荐 。 观影前的导读包括对电影简要的介绍 （ 包

电影内容没有针对性则可能会増加治疗过程中的阻抗 。 然括演员 、 导演 、 获奖情况 、 名家影评 、 大众反响 ， 但不包括

而 ，
选定的电影在隐喻层面上与治疗主题相关比仅在文字故事梗概 ） ， 目的在于激发来访者观影的兴趣 ， 这也是干预

上相关效果更好 。 另外 ， 在电影选择的过程中还需要考虑成功与否的重要影响因素 （Ｗａ ｎｇｅｔ ａ ｌ ．

，2 0 1 0
） 。

到是否存在不恰当的内容 。 电影的治疗价值应与限制级水Ｈｏｍｅ 和 Ｐａ ｓｓｍｏｒｅ（
1 9 9 1

） 阐述了在指定观影作业

平 （例如暴力或其他有可能引起来访者阻抗的 内容 ） 进行时语调的重要性 。 他强调提前描述任务和给来访者
一

张手

权衡 。 需要特别关注电影中治疗师的不正确举动 ，
若电影写的指令很重要 。 另外 ，

让来访者用自 己的话来描述任务

中出现治疗师羞辱 、 攻击来访者等镜头 ， 则会影响来访者 （回答任务 ） 也很重要 。 这能让来访者清楚地意识到他们

对治疗的信任程度 ， 这样的电影不应列入参考范围 。被寄予怎样的期待 ， 更可能完成任务 。 如果来访者没有芫

其次 ， 本土影片优先原则也是需要注意的 。 例如在土成任务
， 那么治疗师就可以排除指令不清的缘故 。

耳其研究者所做的利用电影疗法治疗重症精神病患者的研 5 ． 2 ． 2 记录反应

究中
，
研究者发现被试更青睐本土化的电影 ， 好莱坞 出品在观影的过程中 ， 被试的反应也是应该被记录下的指

的电影虽然场面宏大 ， 但 由于缺乏与本土文化的契合 ，

一标 。 例如被试鼓掌的次数 、 流泪的次数或其他反应 ，
这可

些细节之处并不能完全被被试理解 （
Ｙａｚ ｉｃ ｉ

，Ｕ ｌ ｕｓ ，Ｓｅ ｌ ｖ卜以作为后续讨论的问题之
一

。

ｔｏｐ ，Ｙａ ｚｉ ｃｉ

，＆ Ａｙｄｉ ｎ
， 2 0 1 4

）
。 因此我们在筛选影片时应Ｂ ｉｅ ｒｍａｎ 等

（
2 0 0 8 ） 曾对青春期少女做过团体电影疗

考虑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 ， 本土电影也许更能触及被试法研究 ， 研究者为少女们提供了充足的爆米花 ， 并把少女

心里的隐秘情感 。们添加爆米花的次数作为焦虑的指标之一记录下来 ，
在后

再次
，
儿童及少年的干预影片选择应考虑理解能 力 。续的研究中发现少女们焦虑水平有所降低 。

在 Ｐｏｗｅｌ ｌ 等人 （ 2 0 0 6
） 利用电影疗法提升青少年自尊水平 5 ． 3 观影后

的研究中 ， 被试的平均年龄为 1 1 ． 2 9 岁 ， 当时研究人员没 5 ． 3 ． 1 讨论

有针对这个年龄选取 电影 ， 导致最后电影治疗效果不显在观影结束后 ，
治疗师应安排一次会议用于讨论 。 会

著 。 这启示我们当面对年龄较小的被试时应考虑被试的理议可以与观影间隔
一

小段时间 ， 让被试回味电影梳理情

解能力 ， 选择他们理解能力范围 内的电影 ， 相对于好莱坞绪 。 讨论的内容可以是来访者对电影的整体印象 ， 或者就

出品的国际大片 ，
也许本土动画作品的效果更显著 。电影与患者现有问题相关或无关的概念和想法进行讨论 。

yang
高亮

yang
高亮

yang
高亮

yang
高亮

yang
高亮

yang
高亮

yang
高亮



黄籍毅 王鑫强电影疗法的作用机制 、干预流程及案例述评？

 4 7．

电影中的主角
一

般都作为讨论的焦点 ， 典型问题如下 ：据 ， 但应注意的是回访追踪测试耗时不应过长 。

跟我说说电影里的主角 ； 0

＾＾＾
－

＋ 0 6电 法Ｋｌ干 例
电影里主角有什么感受和想法？

电影主角怎么看待他的主要问题？ 6 ．

1＿例精神病患者团体治疗的干预案例

电影主角怎么解决他的主要问题？土耳其某精神研究所利用电影疗法治疗重症精神病患

还有没有其他方法主人公可以使用 ？者并取得了较好疗效 （ Ｙａｚ ｉｃ
ｉｅｔ ａ ｌ ．

， 2 0 1 4
） 。 观影每周一

电影主角与其他角色的关系是怎样的 ？次
， 四周

一

期 。 研究人员将可用于住院治疗的电影列出 ，

你最喜欢电影中的哪个角色？将电影的适用性 、 存在问题逐
一

对比 ，
排除含有攻击行为 、

大多数的来访者会选择电影中最明显的主角或与他们性 、 侮辱性场面的电影 ， 排除观影当天较为穴奋的患者
，
在

联系最紧密的角色来讨论 ， 治疗师也可以问电影中特定的观影中允许重放片段帮 助被试理解 ，
并记录被试的反应

角色 。（如大笑 、 哭泣 、 沉睡、 鼓掌 、 愤怒等
）
。 上午观影结束后

探索从 电 影 中 创 立 的 隐 喻 的 可能性 。 在张 爱 宁下午团体治疗 ， 治疗主要包括治疗师与患者就电影某些场

（ 2 0 0 8
）
的研究中 ， 被试在观看 《千与千寻 》 后 ，

有人将景进行讨论 ， 鼓励患者用 自己的思想评价电影 。 这个研究

＂

汤婆婆的油屋
＂

看作精神世界的象征 ，
有人将

1 ■

戴面具的因成功鼓励患者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产生不同的看法而取

影子
°

看作失去灵魂 ， 只剩下躯壳的人 。 对同
一部电影

，得成功 ， 这表明精神病患者也有
＂

不同的思维方式
＂

。 除

不同的被试有可能从中创造不同的隐喻 。此之外
，
患者之间的交往增多

， 男士在每周例会之前都会

来访者从电影中得到的启发也许能帮助他们产生新的刮胡子 、 穿正式的衣服 ， 女士则会化妆精心打扮自 己 ， 这在

想法 、 新的感觉以及新的行为 》 在 Ｇｒａｍａｇ ｌ ｉ ａ等 （ 2 0 1 1）以往的治疗中是从未出现过的 。

的研究中
，
被试 Ｌ 通过观看电影并参与讨论发现了 自身存 6 ． 2—例进食障碍患者的干预案例

在的高强度的内隐攻击性及 自我贬低的特质 ，
这启发她改该案例的被试是

一

名患有严重进食障碍并伴有 中度抑

变与人沟通交流的摸式并正视自身问题 ， 努力寻求改变 。郁症的中年女性 ， 她经常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并不太配合

总之
，
简单的观看电影并不能构成电影疗法 ， 治疗者治疗

（
Ｇｒａｍａｇ ｌ ｉ ａｅｔ ａ ｌ ．

， 2 0 1 1
）
。 研究人员在常规治疗中

可以针对被治疗者的经历问特定的问题或者使用间接的问加入了电影疗法 ， 在观看电影后患者会有 4 5
￣ 6 0 分钟的讨

题让讨论处于隐喻性层面 ， 这样可以减少患者的抵触和阻论时间与其他患者分享感悟
， 研究者通常会使用开放式的

抗心理 ＾ 这种讨论既可以是及时的讨论 ，
也可以是观影结提问并根据患者的反馈问更多具体问题 。 在讨论结束后 ，

束后布置撰写心得体会 ， 延后
一个星期后再进行讨论 ， 不患者将要写下她的感悟 。 她在观影中意识到了剧中主角与

过关于及时与延后讨论效果的差异比较 ， 目前 尚在研究自己性格的相似性
，
提升了 自我洞察力并愿意改变 ，

接受

之中 。治疗 。

5 ． 3 ． 2 被试反馈 6 ． 3—例不同程度成瘾患者的团体治疗

治疗师应询问被试的观影反馈并根据反馈对被试进行本次研究的被试是 1 5 名有不同程度的历史成瘾 问题

再评估 ， 后期的报告可以根据治疗师个人风格和治疗类型（性瘾与药物滥用
）
的少女 （ Ｂｉ

ｅｒｍａ ｎｅｔａ ｌ ．
， 2 0 0 8 ） 。 电

而定 。 例如当被试表示电影时间过长 ， 注意力不能集中影治疗每月
一

次 ， 安排在宽敞明亮的休息室 ，
休息室内还

时
，
治疗师就应适当 缩短观影时长或选择耗时更短的电准备了零食

，
女孩们可以随意就坐并添置零食 。 研究人员

影 。 后期的报告可以依照治疗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侧重 ，
例会在电影前要求被试填写

一

张关于观影后的讨论主题的表

如人际交往团体的电影治疗侧重点可以是人际交往态度的格 。 在观影中治疗师不会经常评价女孩们的行为表现 ， 只

改善或提升 。 此外
，
还可以询问被试对电影的喜爱程度和问了很多开放性的问题 ， 如

“

你觉得电影如何
”“

你如何看

对辅导活动的建议等 。待母女关系
”

， 电影提供了让姑娘们了解具体冲突发生的

5 ． 3 ． 3 后续追踪方式并观察在相似的情景中如何处理的机会 ， 同样鼓励姑

为了研究观影实验的后续作用 ，

可以在观影辅导结束娘们研究自身动态的行为特点 。 随着 团队凝聚力的增强 ，

的
一

段时间后对被试进行回访追踪测试 。 追踪测试可以有少女们逐渐降低了 自我阻抗 ， 开始在讨论中听取别人给予

效观察到辅导的持续效果 ，
能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依的建议 。 女孩们十分喜爱电影治疗的体验 ，

不断询问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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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下一次什么时候开始 。Ｈｅｓ ｌ ｅｙ ， Ｊ ．Ｗ．

（
2 0 0 0 ）

．Ｒｅｅ ｌｔｈｅｒａｐｙ ．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Ｔｏｄａｙ

，

3 3
（

1
），

5 4
－

5 8 ．

1Ｈｅｓ ｌ ｅｙ， Ｊ
．

Ｗ．

，＆Ｈｅｓ ｌｅｙ ，Ｊ ． Ｇ ．

（
1 9 9 8

）
． Ｒｅｎｔ  ｔｗｏｆｉｌｍｓａｎｄｌｅ ｔ

＇

ｓ

电影疗法是使用电影作为干预手段的疗法 ， 是
一

种间
ｔａｌｋｉｎ＾＿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ａｒｍｗｆｅｓ ｉｎ 阴—ｐｙ ．

接地用于解决多种现存问题的方法 （
Ｌａ ｐｐ ｉｎ ， 2 0 0 7

）
， 因其Ｎｅｗ

Ｊ ｅｒｓｅｙ：
ＪｏｈｎＷ ｌ ｅｙ＆如 3  ｌ ｎｃ ．

适用范围广 ， 被试参与程度高 ，
且作为适合多种治疗的辅

地執 ＪＷ ．

（
2 0 0 1 ）

＂ ＵＳ ｉ ｎ 9 剛 丨＂ ^

ＵＳＡ Ｔｏｄａｙ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1 2 9
 （

2 6 6 8
）

， 5 2
－

5 5 ．

助手段而渐渐被治疗师所重视 。 国 内在此方面的研究仍多ｕＡＤｃ，ｒＨｏｍｅ
，
Ａ． Ｍ ．＆ Ｐａｓｓｍｏ ｒｅ

，Ｊ ．Ｌ ．

（
1 9 9 1

）
．Ｆａｍｉ ｌｙ

ｃｏｕｎｓｅｌ ｉｎｇ
ａｎｄ

有空白 ， 国外的这些研宄绐我国临床工作者提供了相应的 ｔｈｅ ｒａｐｙ（3ｒｄ ｅｄ） ． Ｉ

ｔａｓｃａ ：Ｆ ．Ｅ ．ＰｅａｃｏｃｋＰｕｂｌ

ｉｓｈｅ ｒｓ
， Ｉ

ｎｃ ．

理论依据和头践指导 。 电影疗法为Ｏ理治疗研九增添了
一

Ｋｕｒｉａ ｎｓｋｙ ，
Ｊ ．

，Ｏｒｔｍａｎ ，Ｊ ．

，Ｄｅ ｌＢｕｏｎｏ
， Ｊ ．

，＆Ｖａ
ｌ

ｌ ａｒｅｌ ｌ ｉ

， Ａ．

（ 2 0 1 0
）

．

种新的治疗手段 ｊ 因此可以将电影疗法当成新的研咒视点Ｃｉ ｎｅｍａｔｈｅｒａｐｙ ： Ｕｓ ｉ ｎｇｍｏｖｉ ｅｍｅ ｔａ ｐｈｏ ｒｓ ｔｏｅｘｐ ｌ ｏ ｒｅ ｒｅａ
ｌ
ｒｅ

ｌ

ａ
－

进行挖掘 ， 开展
一

系列的本土化研究 ，
将电影疗法更好地 ｔｉｏｎｓｈｉ

ｐｓ ｉｎｃｏｕｎ ｓｅｌ ｉｎｇ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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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进其他干预手段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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