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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疗法的理论和应用研究述评

胡甜甜 朱建军

（
北京林业 大学人文社会科 学学院 ， 北京 1 0 0 0 8 3 ）

摘 要 电影疗 法 （Ｃ ｉｎｅｍａ ｔｈｅｒａｐｙ ） 诞生于 2 0 世纪 9 0 年代 ， 是阅读疗法 的发展和延伸 。 作为一种新的 咨询技术和方法 ，
电

影 疗法既可以作为一 门 独立的咨 询方 法 ， 同 时又可 以作为 其他咨询方 法的辅助和补充 ， 有其独特 的价值和魅力 。 文章主要介

绍 了 电影疗法的 源起 、 理论基础和依据 、
心理机制 、 过程以及 电影 疗 法在心 理咨询 与治疗 中 的实 际应 用 。 电影疗 法还有很 大

的 潜力和应 用 空间 ，
需要在今后进一步 发掘和探索 。

关键闻 电影疗 法 ；

理论基础
；

心 理机制
》

咨询 应 用

分类号 Ｂ 8 4 9

1 8 9 5 年
，
卢米埃尔兄弟发明了电影以后

，
电影迅速发认为电影治疗是通过电影艺术的非语言表达和沟通 ， 使患

展 ， 成为现代社会人们娱乐休闲的重要方式 ，
其对人的影者与环境内外取得平衡 、

一致
，
它探求两个目标

：

一是通过

响不言而喻 。 2 0 世纪 9 0 年代开始 ，
电影疗法 （

Ｃｉ ｎｅｍａ
－

观摩及治疗过程缓解患者情绪上的冲突 ，
并有助于患者自

ｔｔｅｒａｐｙ ） 在美国率先兴起 ， 经过了  2 0 多年的发展 ， 电影疗我认识和 自我人格的完善 ；
二是通过伴随观影 的个人反

法已经成为一个相对比较成熟 、 有效的心理咨询方法 。 国应 ， 缓解患者内心长期的积郁 ， 从而使个人与环境达到统

内也已经有部分咨询师在使用电影疗法 ， 但目前国 内 对于
一

， 直至恢复健康 。

电影疗法的研究还不是很系统 ，
电影疗法的潜力和应用空国内张爱宁 （ 2 0 0 8 ） 将电影咨询与治疗界定为

一

个系

间也没有被充分发掘 出来 。统的干预或援助过程 ，
它建立在良好的治疗关系的基础之

』 ？一 1 ， 将影＿＿服轴辦赚 ，
鈴胃贿編台

1电彩疗法的源起和界定
疗技术 ， 对来访者在观看影片过程中或之后所产生的 内心

电影疗法的前身是阅读疗法 （
ＢｉＷ ｉｏｔｈｅ ｒａ ｐｙ ）

， 阅读疗体验以及治疗过程中所产生的动力关系进行分析 、 解读 ，

法通过给来访者布置与来访者当前冲突相关的书籍材料来从而达到治疗的 目的 。

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 自 己 ， 解决 自 己的困难 （ Ｎｅｗｔｏｎ
，？

2电彩疗法的理论体系
1 9 9 5

） 。 随着电影事业的发展 ，

1 9 9 0 年电影疗法正式作为

一

种心理疗法被心理学家提出来 ，
Ｂｅｒｇ

－

Ｃｒｏｓｓ系统地介绍 2 ．

1 电影疗法的理论基础和依据

了电影疗法的理论和应用 ， 认为
“

电影疗法可以作为对传和其他艺术治疗的方法类似 ， 电影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统咨询与治疗的有效补充 ， 给来访者布置电影作业 ， 让他（ Ｂａ ｒｋｅ ｒ
， 1 9 9 6 ） ， 这些比喻 、 象征和标记反映了社会上大

们通过电影有所改变
＂

。 英国艺术治疗协会认为电影疗法多数人的观念和信仰 。 电影以寓言的方式阐述人生之道 ，

和音乐 、
绘画治疗

一样
，
作为一种艺术治疗

，
是在艺术治疗作为寓言的现代版 ，

它以故事为平台展开
，
通过优秀的电

师的协助下
，
患者在完全属于 自 己的私密房间

，
长时间观影故事让观众沉浸于其中 。 讲述故事并非电影的真正 目

看 、 揣摩各种不同风格的电影 ， 借影像把藏积于内心的未的 ， 电影画面里隐含着人生在世的根本 问题 ，
体现了人对

表达出来的情感与情绪 向外呈现 ， 使内 心冲突包融在电影自身命运的关怀 ， 这才是电影最想传达的 。

之中
，
并在互动关系中得以合理解决 。 美国艺术治疗协会历史上 ，

精神分析和电影几乎同时产生 ， 电影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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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的众多概念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 瑞典导演伯格曼认
■■

萨满教
”

， 为我们更了解我们的内心开辟了
一

条道路 ，

在

为
“

没有任何艺术手段能如此像电影
一

样表达梦的特质
”

。理性和非理性过程中帮助整合我们的情感和逻辑 （
Ｂ ｉｒｇ ｉ ｔ ，

精神分析学家认为电影和梦
一

样 ，

“

唤起了人们的无意识 2 0 0 5
）
。

情感
”

。 也许正是基于电影 的似梦性质 ， 好菜坞被称为 2 ． 2 电影疗法的心理机制

“

梦幻工厂
”

。 电影和梦都是对意象加工后的产物 ， 曹海关于电影疗法的心理机制 ， 聂春子
（

2 0 0 9
）
认为电影

峰 （ 2 0 0 6
）
认为

，
电影的创作过程与弗洛伊德对于梦的工首先营造了一个巨大的场

，
当人开始看电影时 ，

就将自 己

作过程的解释极为相似 ， 用弗洛伊德关于梦的工作过程的与周围的环境形成
一

个相对比较独立的空间 ， 这种隔离就

理论可以充分解释电影的创作过程 。 电影和梦在一定程度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心理咨询或治疗的场景 。 在电影咨询和

上都是无意识的产物 ，
在荣格看来 ，

艺术家的创造是
一种治疗中

，
咨询师 、 来访者和电影构成了

一

个心理场 ，
来访者

非 自由的 、 由无意识支配的过程 ， 艺术家们 深信 自己在绝和咨询师 、 电影建立了动力关系 ， 并将其知觉 、 情感 、 无意

对自由 中进行创作
，
其实这不过是

一

种幻想 。

＂

他想象他识投射到电影中 ，
咨询师对来访者的知觉

、
情感等进行分

是在游泳 ， 但实际上却是
一

股看不见的暗流在把他卷走 。

”

析
， 以达到咨询的目的 。 比起普通的咨询室环境 ， 通过电

这股暗流就是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 此外 ， 电影还和精影营造的意境更加真实 ， 来访者更有可能将自己的潜意识

神分析的催眠治疗技术有
一定的联系 ，

催眠是通过
一系列层面的东西表现 出来 。 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快速发

诱导程序达到的
一定心理状态 ，

当事人在知觉
、 思维 、 记展 ，

虚拟现实技术开始用于心理治疗 （ 李涛 ，

2 0 0 5
） ， 3Ｄ 、

忆 、 行为等方面有所改变 ， 电影观众在观看电影时很容易 4Ｄ 电影类似虚拟现实技术的电影的问世和广泛流行为电影

就会进入一种
“

入片状态
＂

的类催眠反应 ， 观众
一方面清楚疗法营造了更好的环境 ， 电影为身临其境的来访者营造了

地意识到自己是在看电影 ， 另
一

方面又像睡着了
一

样沉湎
一

个更好的心理场 。

？

于影片之中
，

以至于把银幕上的
一

切都当作现实 。 同时
，
其次

，
电影投射了来访者的无意识情芾 。 投射 ， 指的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而言 ，
电影中层出不穷的暴力事件均可是个体根据其需要 、

情绪 的主观指向 ，
将自 己 的特征转移

视为死亡本能的直接外化 ，
压抑本能的释放和宣泄可以解到他人身上的现象 。 来访者在观看电影之前 ， 内心并不是

释
一

部分人在观看恐怖、 枪杀暴力电影时的快感
（
张爱宁 ，

一

张白纸 ， 以往的生活经历 、 知识结构和生活环境等都会

2 0 0 8
） 。渗透其中 ， 来访者对电影的理解 ， 既取决于意识层面的东

从行为主义角度看 ， 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 ， 观众是
一

西 ， 也反映了无意识层面的内容 。 来访者在观看电影的过

个观察者的角色 ， 通过电影情境 ， 观众习得 了各种社会知程中 ，
伴随着

一

定的情绪反应
，
随着情 1 5的发展 ，

或者开怀

识 ，
并将其强化在自 己的行为中 。 有研究表明 ， 看电影电大笑 ， 或者痛哭流涕 ，

或者愕然惋惜 ， 或者感动释怀 ，
在这

视新闻报道的孩子比阅读没有任何照片或图解的书面文字个过程中 ， 来访者的情绪得到了
一

个释放和宣泄 ， 而这个

材料的孩子记住更多的内容 （ 聂春子 ，
2 0 0 9

）
。过程可能是在其他咨询过程中不会发生的 。

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 ， 在观影过程中 ， 观众并不是此外 ， 在观看电影 的过程中 ， 来访者可能会对电影中

被动和消极的静观 ， 他们在观影过程 中有着主动的 、 积极的情节和内容产生共鸣 ， 达到净化情感和陶冶情操的作

的 、 复杂的 、 不断发展变化的心理活动 ，
他们总是带着既有用 。 朱光潜说 ：

■■

艺术表现 ，

正如我们所说 ， 是呼吁同情 。

的观念 、 知识去理解和建构文本 ， 在电影心理治疗的过程不仅艺术家和观众之间有情感的交流 ， 在观众和观众之间

中 ， 咨询师选择电影
，

来访者也在有选择地接受电影所提也有感情的交流 。 能找到别人分享自己对同
一

对象感到的

供的信息
（
张爱宁 ，

2 0 0 8
） 。快乐 ，

永远是
一种更大的快乐 。 在看戏时 ，

鼓掌得不到其

美国心理学家 Ｗｏ ｌｚＢｉ ｒｇ ｉ ｔ提 出 ， 大多数电影起作用的他观众的反应 ， 自 己的快乐也会受影响 。

”

一

个重要原因
＇

是它们有寓意 ， 正如在咨询中 同样可以起作 2 ． 3 电影疗法 的过程和选片原则

用的故事 、 神话 、 笑话和梦 。 电影疗法的认知影响可以通电影疗法既可以作为
一种咨询的技术流派 ， 同时也可

过学习和创新理论来解释 ， 观看电影需要七个因素参与的以作为
一

种对传统咨询和治疗的辅助性方法 。 国外有学者

过程 ： 逻辑智力 （情节 ）
、 言语智力 （ 对话

）
、 视觉空间智认为 ， 电影疗法需要以下几个过程 ： 认同 、 宣泄 、 洞察和普

力 （图画颜色和标志 ） 、 音乐智力 （ 音乐 ） 、 人际智力 （ 讲遍化 （Ｍｏｒａｗｓｋｉ

，
 1 9 9 7

） ，
其中认同指的是个体在情感和认

故事 ） 、 运动智力和 内省智力 。 电影就如 同当今时代的知上愿意置身于电影人物之中 ， 真实地体验他们的情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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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技术与应用 》 2 0 1 5 年第 5 期

（
总第 2 1 期 ）

思想 。 除了认同 ， 和来访者讨论电影的主题 ，
给来访者关原则 、 共感性原则 、 境界性原则 、 时效性和系统脱敏性的原

注的问题有所解读对来访者的治愈作用也非 常大 （ Ｐｏｒｔａ
－则 ， 即电影的选择必须是来访者的价值观认可的 、 电影本

ｄ ｉｎ
， 2 0 0 6

）
。 国内 ， 张爱宁 （ 2 0 0 8 ） 根据时间将电影治疗身能够有一定的吸引 力 、 电影本身有一定的境界并蕴含着

的过程分为三个部分 ： 电影放映前 、 放映中和放映后 。 放丰富的韵味 、 具有经济时效性且能对来访者逐步脱敏 。

映前 ， 心理咨询师对来访者进行初步的评估 ， 确定治疗目内

3电影疗法的应用
标

，
并根据治疗 目标选择合适的影片 ； 放映过程中 ，

咨询师

先对电影进行简要的介绍 ， 引发来访者观看电影的兴趣 ， 3 ．

1 国外电影疗法在心理咨询 中 的应用

咨询师有必要对于电影 中晦涩难懂的部分予 以提醒 ，
放映将电影用于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实践 ，

最早可 以追溯到

开始后 ，
咨询师应随时保持和来访者的互动 ， 包括观察来Ｍａｚｚｅｏ Ａｎ ｔｈｏｎｙ使用电影干预低能儿的情绪 困扰 问题 。

访者的情绪及行为反应 ， 分析来访者的反应 ， 引导来访者Ｄｅ ｒｍｅ ｒ和 Ｈｕ ｔｃｈｉ

ｎｇｓ（ 2 0 0 0 ） 探讨将电影用于家庭疗法

注意电影之中的细节部分
，
根据治疗的需要随时暂停放映中 ， 在附录中列出 了电影疗法临床应用的调查结果 ， 并通

等
； 放映结束后 ，

咨询师和来访者讨论 ，
包括询问来访者的过呈现问题的方式向大家介绍了在家庭领域有效干预来访

整个心理感受 ， 讨论来访者在观影过程中表现出的情感及者使用电影的原理和选择电影的建议。 Ｔｏｍａｎ（ 2 0 0 0 ） 提

行为反应 ，
以及讨论电影故事中的情苷 ，

帮助来访者理解出可以将电影用于学生的咨询教育课程中 ，

首先可以用电

电影故事 ，
领悟故事背后蕴含的人生道理 。影教会学生如何诊断 ， 其次学生能够从中学会咨询的方法

当 电影作为传统咨询治疗辅助和补充时
，
咨询师会在和理念 ，

并获得咨询治疗干预的指导 。 Ａｆｉａ ｎＳｏ ｎｄｈｅ ｈ

一

次咨询结束时向来访者布置观看某
一个电影作为家庭作ｍｅ ｒ受美国精神分析学会的邀请 ， 运用商业电影来教导儿

业 ， 要求来访者在咨询间歇内观看电影 ， 并在下
一

次的咨童和青少年 ， 将 9 7 部电影应用于指导孩子后发现 ， 电影对

询中讨论来访者的感受和心得体会 ，
电影帮助治疗师更好儿童和 青少年的许多问 题的确有治愈作 用 。 Ｓｈａ ｒｐ 等

地关照来访者的同时也让来访者更好地学会自力更生 （ Ｂｉ ｒ
－（ 2 0 0 2

）
报告了一例用电影疗法成功帮助

一对父母改善和

ｇ ｉｔ ， 2 0 0 4
） 。孩子之间的交往的案例 。 Ｍ ｉ

ｃｈａｅ ｌＬｅｅＰｏｗｅ ｌ

ｌ 等人尝试将

在电影疗法的选片原则上 ， Ｂ ｉ ｒｇ ｉｔ （
2 0 0 4 ） 认为 ， 选择电影疗法用于团体治疗之中 ，

并报告了用电影疗法提高 1 6

的电影要能让来访者宣泄情感 ，
获得希望和鼓励 ， 质疑 自个严重情绪困扰的青少年 自尊水平的实例 ， 结果表明在实

己的消极信念 ， 获得力量和加强沟通 。 Ｄｅ ｒｍｅｒ 和 Ｈｕｔ
ｃｈ

－验组 、 控制组和对照组中发生了显著的改变 ， 电影疗法取

ｉ ｎｇｓ（ 2 0 0 0 ） 认 为 电影的选择要基于来访者的 问题 、 目得了很好的效果 。 Ａｋａ （ 2 0 1 0
）
认为以往的研究多是从个

标 、 力量和对电影的理解能力 、 和电影中人物 的相似程度案或者团体治疗的角度出发 ， 鲜少有研究是基于群体差异

以及其他 。 随后 ，
Ｈｅｓ ｌｅ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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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出 ， 电影的选择必的

，
他们研究电影疗法对完 美主义者及其相关摸式的效

须具备 ：
有效的人物形象

，
和目前咨询治疗匹配的情节内果 ，

并取得了很丰硕的成果 。 Ｇｒａｍａｇ ｌ ｉａ 等 （ 2 0 1 1
） 用电

容 ， 符合来访者的兴趣 ， 故事人物自己独立解决问题 ， 间接影疗法矫正
一

位 4 0 岁的女进食障碍患者 ， 结果表明电影疗

的 信息 以 及 令 人 振奋 和 鼓 舞 人 心 的 主 题 。 Ｃａ ｌ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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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 中的人物故事要尽可能地和来访者匹探讨了其理论和临床启示 。

配 ， 包括描绘的形象 、 人物的年龄 、 社会经济地位 、 个人价 3 ． 2 国 内电彩疗法的应用

值取向等 。 虽然在电影选择上强调电影主题与来访者的匹国内对于电影疗法的使用并不是很多 ， 现有 的研究基

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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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这种匹配更多意义上是隐喻性本上都是用作团体辅导之中 。 陈璐等 （ 2 0 1 0
） 将团体辅导

的匹配 ， 而不是表面内 容上的 匹配 ， 和来访者经历完全匹和电影疗法相结合 ， 尝试用于大学新生中人际关系发展和

配的电影往往会増加来访者的防御和抵抗 。 对于那些具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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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团体式电影疗法在改善大学新生人际关系中的

强烈情感冲突 ，
超出来访者当前情绪情感承载力 的电影 ，

优势并探索出
一条适合大学新生人际关系改善的新型教育

咨询师应当慎重选择 。 同时 ， 咨询师还应该确保电影的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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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爱个案研究 ， 大学生团体心理辅导的研究结果表 明电影疗法

宁 （ 2 0 0 8 ） 认为电影的选择必须要符合 四个原则 ： 价值观有助于大学生团体成员改变认知 ， 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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