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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鹰巢”里反观自我

◎  刘艳丽（苏州大学附属中学，苏州 215006）

摘要：反映位置技术源于系统咨询，是一种激发来访者自我观察和自我参照的应用技术，是一种自我理解的存在

性体验。咨询师通过位置转换、循环提问与情感支持，邀请来访者成为观察自身的观察者，引导来访者采用一个观察

者的位置来反观与觉察自身在访谈中的认知、情绪和行为表达。位置转换前，启发来访者从不同视角理解内心冲突，

改变自我。以学校心理辅导个案为例，探索反映位置技术在学校心理辅导个案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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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位置技术在学校心理个案辅导中的应用

自 我 观 察 意 味 着 自 我 改 变。 咨

询 师 可 以 邀 请 当 事 人 自 己 成 为 自 我

观 察 的 观 察 者， 首 先 采 用 另 外 的 一

个位置，即一个观察的位置（用“鹰

巢”来象征），从这个位置反观自身。

通过咨询师提问的支持，来访者以第

三人称的形式谈论自己，就可以用非

常 简 单 的 方 式 提 出 关 于 自 己 的 观 察

和假设，这是站在自身的位置上无法

做到的。这正是系统咨询中常用的一

种技术——反映位置技术。

反 映 位 置 技 术 是 家 庭 咨 询 中 经

常使用的方法之一，它包含了空间位

置转换、循环提问及咨询师的支持，

被称为从“鹰巢”里反观自我 [1]。在

咨询中，反映位置技术是启发来访者

自我观察和自我参照的一种方式，引

导来访者暂时脱离自身位置，对访谈

中的自我认知模式、情绪情感和行为

方式产生再认知；同时，为咨询师提

供观察访谈的视角，觉察在访谈过程

中 来 访 者 的 情 绪 感 受 及 所 使 用 的 技

术是否合适等。这种方法适合应用在

家 校 沟 通 中 的 家 庭 访 谈 和 学 校 个 案

心理辅导中。

一、反映位置技术的使用条件

和目标

在 什 么 样 的 情 况 下 可 以 使 用 反

映位置技术？这个技术的应用是比较

灵 活 和 不 受 限 制 的。 如 咨 询 过 程 进

入一个无效的循环，咨询无有效的进

展；咨询师无法推动来访者进一步觉

察自我；在咨询进行到某一个点上，

谈话不断变得弥散，无法聚焦在一个

主题上；来访者陷入不合理信念中，

陷入某种内心冲突无法解脱，无法接

纳 从 外 在 视 角 去 扰 动 自 己 的 自 动 化

思 维； 咨 询 师 在 咨 询 中 无 法 保 持 中

立， 出现反移情情况， 这些情况下，

咨询中均可以尝试反映位置技术。

在 家 庭 访 谈 中， 反 映 位 置 技 术

可 以 为 父 母 提 供 一 个 视 角 去 观 察 夫

妻、亲子的现实互动，觉察造成困扰

的互动模式，扰动家庭系统中的三角

关系。在学校个案心理辅导中，反映

位 置 技 术 可 用 于 改 善 来 访 者 的 人 际

互动不良、自我认同过低、不合理信

念，厘清内心冲突等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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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者自身常常在情感上深陷其中， 并不容

易保持在观察的位置上。反映位置技术练习中，人

们可以“对自己”提出假设，使谈话保持一种轻松

的特点。为咨询师和来访者提供一个外部视角，让

来访者以第三者的身份看见自己是如何建构现实，

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同时，反映位置技术可以扰动

来访者固定不变的互动模式，咨询师与来访者一

起创造并看到咨询系统互动的差异，看见改变的

可能性，推动咨询向有效的方向发展。

二、反映位置技术的操作步骤

（一）咨询谈话（20 分钟）

首先是咨询访谈，确定来访者的咨询目标及期

待，对来访者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与评估。咨询师通

过询问、观察、共情、倾听、具体化等技术支持来访

者，我们称此场景为咨询系统，用 A 场景代表。在咨

询进行到 20 分钟左右，咨询师可以建议中断一下，

向来访者发出“反映位置”的邀请。

在介绍这种咨询方式时， 要用一种让来访者

产生好奇心的方法，如可以说：“我们现在已经交

谈有一段时间了，我现在有一个邀请，你看到对面

放着的两个椅子了吗？我想邀请我们两个坐到那边

去，并且想象我们观察了这次谈话，现在我们作为

观察者， 来谈论一下我们在听完这个谈话后的体

会。像是从一个‘鹰巢’里来观察我们的谈话。现

在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但我想邀请你一起试一试

用这样的方式，我们是否会得到不同的观察角度和

新想法。如果你同意，我们就用第三人称来说我们

自己，你觉得这个建议如何？可能我们很快就会发

现这并没有什么意义，这样的话我们再坐回原来的

位置，你有兴趣尝试一下吗？”

（二）反映谈话（10 分钟）

在反映谈话环节，咨询师与来访者坐到 A 场景

的对面，形成 B 场景，我们称之为反映谈话系统。在

反映谈话中，咨询师与来访者共同坐在观察者的位

置，以第三人称的形式开启一个关于 A 场景谈话的

谈话。在反映谈话中需要注意的是，咨询师和来访

者要保持客观、中立、不评判的态度，去描述、观

察、开放式询问与反思对于 A 场景中谈话本身的感

受和想法。比如咨询师可以询问来访者：“你观察到

的来访者，给你的印象是什么？你觉得他遇到了什

么困难？关于 A 场景中两个人的谈话过程，你有什

么感受和想法？”反映谈话过程中，要使来访者和咨

询师不会轻易地承认或否认谈话的内容，而是探索

不同的可能性；反映时间不要太久，避免提出过多

想法，以免令人困惑。

（三）关于反映谈话的咨询谈话（20 分钟）

反映谈话结束后，来访者与咨询师回到咨询系

统进行谈话，回到咨询师和来访者的视角。咨询师

邀请来访者对于反映谈话发表意见，但重点尽可能

不放在反映内容的正确与否，而是放在谈话中呈现

的新信息和差异上。咨询师可以问：“在 B 场景中，

你听到有让你感觉与在 A 场景中我们谈话不同的

部分吗，具体是什么？有看待自己当前困扰的不同

视角出现吗？那个视角是什么？对自己当前的困扰

有哪些新的理解？对自己有了哪些新的观察？这个

反映谈话过程带给你的感受是什么？愿意具体说一

说吗？”询问要根据咨询所需设定和调整，尽量引

导来访者思考前后的差异，扰动来访者原有的认知

模式和系统固定不变的互动模式。

三、反映位置技术的使用规则

（一）仔细倾听

咨询过程中双方始终相互倾听，反映位置技术

其实提供了一种自我对话的途径。在场景转换中，

咨询师与来访者不仅要相互倾听，同时也要与第三

人称的观察者相互倾听。B 场景中的来访者、咨询

师可以以这样的方式问 A 场景中的自己：还可以提

供哪些其他可能的观点或解释？

（二）虚拟性的交谈

交谈的方式是不确定的、探寻的、虚拟的（有

可能是、我不确定是否……），而不是确定的和诊

断性的。反映谈话不是为了找出一个正确和不可

改变的解释，而是为了能够积极地维持多样性，帮

助来访者把多种观点的并存看作是有利的，并且

能够开启来访者内心的和外部的对话，使来访者

从一种非此即彼的逻辑向一种“既……又……”的

逻辑过渡。

（三）接纳和允许不同的意见

反映谈话不是为了提出正确的假设而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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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如果在反映谈话中来访者表达不同的观点，

咨 询师 要 接纳 与理 解， 避 免下 决定 性 的判 断， 如

“不是，完全不是这样”，而是要这样反映：“我现

在觉得你这样理解很有趣，我的想法会与你有些不

同……”差异被视为可能性和启发受到欢迎，使人

不断思考。当咨询师与来访者达成一致意见时，也

可以质疑：是否还有其他不同的观点？

四、反映位置技术与空椅子技术的异同

空椅子技术是开启自我内在冲突对话的方式

之一，本质是一种角色扮演 [2]。此技术运用两张椅

子，在来访者自我冲突的系统里，将来访者的情绪

情感外化，化解内在冲突。而反映位置技术是站在

一个“鹰巢”的外部视角下，跳出自我固有的认知

模式，让咨询师与来访者共同作为观察者，探讨咨

询系统中的互动， 让来访者从更多视角看待内心

的冲突，跳出固化的认知模式。两种技术均是以开

启自我对话、自我觉察为目的，空椅子技术更注重

自我内在的建构与整合，而反映位置技术是“对自

己”提出假设，更注重系统互动和差异探索。

五、反映位置技术在学校心理辅导个案中的

应用

个案背景：学生 Z，女生，高一、高二学习成

绩优异，自我管理能力强，喜欢独处，父母对该生

抱有很高期待。从高三上学期开始，对去学校感到

抗拒，早上起来后陷入“是否要去学校”的冲突情

绪中。Z 会断断续续请假不到校，父母对 Z 不去学

校感到焦虑万分。

（一）辅导谈话阶段（20 分钟）

辅导谈话过程中，心理教师通过倾听、澄清、

具体化等方式，接纳 Z 的情绪感受，给予情感支持，

确定来访学生对本次辅导的诉求与期待。

来访学生主诉：（1） 对于不来学校自我感觉

不焦虑，但父母非常焦虑，自己更不想来学校，如

何调整？（2）化解自己是否要来学校的内在冲突。

辅导目标：疏解来访学生的情绪，引导来访学

生理解与厘清自我内心的冲突，尝试做出适合自己

的调整。

在谈话进行到 20 分钟时，心理教师评估来访

学生的主动性和自我觉察的动力较弱，访谈无法聚

焦到来访学生的心理冲突，心理教师提出应用反映

位置技术的建议，并邀请 Z 一起尝试从外部视角观

察。在得到 Z 的同意下，心理教师与 Z 一同进入反

映谈话。

（二）反映谈话阶段（10 分钟）

接下来，心理教师邀请来访学生进入反映谈话

的过程。

心理教师：Z，我们在尝试理解、化解你对于

是否要去学校的纠结，但在化解之前，我想借助另

一个视角，帮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你内心的冲突。

你看到我们对面的两个凳子了吗？ 我现在想邀请

你，同我一起坐过去，坐过去的时候，需要你先脱

离你是 Z 的角色，我脱离我是心理教师的角色。我

们现在单纯就是两个观察者， 观察和讨论刚才对

面 Z 与心理教师的对话。我不知道我是否表法清楚

了？愿意试一试吗？

Z：嗯，我们坐在对面，然后以另一个角色观

察我们刚才的对话吗？

心理教师：是的，我们要用第三人称的形式，

可以讨论和反馈谈话过程带给你的感受，可以反馈

你对 Z 的感受、观察，可以反馈你对心理教师的看

法及你想探讨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作为观

察者，要保持一种好奇、不评判好坏对错的态度，

重要的是提出你观察后的感受、想法和意见，我们

非常欢迎坦诚和真实的表达出现。如果在这个观察

的过程中，你感到不舒适，也可以停下来，我们继

续回到刚才的角色和座位上，可以吗？

Z：好的，老师，我可以试一试。（心理教师和

Z 共同坐到对面的座位上）

心理教师：愿意说说你对这个谈话的感受吗？

Z：他们的谈话看起来很轻松，我感觉 Z 心情

放松了一些，谈话一开始比较陌生和紧张，到后来

松弛下来。

心理教师：愿意说说你观察到这个谈话中 Z 给

你的印象吗？

Z：Z 有些矛盾、混乱，也很无助，对于现在的

困境她很无力，卡在了那个纠结里。

心理教师：你观察到Z内心的纠结与冲突是什么？

是什么让她感到混乱和无力？她可能卡在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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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是回学校学习，还是在家学习？她不是厌

倦学习，是不想在学校而没有自己的时间。在家里

也能学，但自己也担心学不好。再加上父母不理解

她，原本想回校的那点想法也没有了。

心理教师：嗯，我还观察到，好像她父母的这

种焦虑加深了 Z 不想去学校的想法，父母的催促反

而成了 Z 不想去的帮手？

Z：是的，Z 有可能在怄气，她能跟得上学习，

即使一天不来也没问题，也不是抗拒学习本身。但

她好像在用不去学校的方式对抗父母，像是“补偿

性的报复”，此前的压抑，在高三这个时候一股脑

还给她的父母。（Z 反馈这个觉察后，停了下来，沉

默了约 10 秒钟）

心理教师：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

Z： 我又想到，Z 这种反抗父母的情绪好像蔓

延到了学校？她并不讨厌学习，也并不是真的讨厌

来到学校。但如果 Z 的父母放开她，是不是 Z 就不

那么抗拒来学校了呢？ Z 也不会感觉在学校学习很

痛苦。

心理教师：这也是一个有可能的假设，那听起

来 Z 内心的根本冲突是什么？

Z：好像是关系里的冲突，父母对 Z 的不理解

和期待。Z 想在和父母的关系里寻找一个自我的时

间，但实际没有或者说很少，Z 被父母管理得很压

抑， 这种想法又弥漫到了时间安排很紧密的学校

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 Z 不想来学校的原因？

心理教师：嗯，这也是一种可能性，这对我们

理解 Z 及 Z 内心的冲突，好像多了一个不同的视角。

从关系来看 Z 的困扰，这是他们在刚才的谈话里没

有讨论到的。

Z：是的。

心理教师：那我们再试着观察一下，还有哪些

可能是 Z 刚才没有讲到的？

Z：嗯……（思考了一会儿）我可能还要再想想。

心理教师：好，接下来，你觉得心理教师和 Z

应该继续谈论什么，会帮助到 Z 吗？或者说谈论些

什么会让他们的谈话向有效的方向发展呢？

Z： 我 觉 得 可 以 是 对 Z 与 父 母 间 关 系 的 探 讨，

不过 Z 的父母也可以加入这个讨论吧？

心理教师： 嗯， 如果 Z 需要， 我想是可以的，

通过班主任、心理教师，是可以继续做工作的。如

果要邀请 Z 的父母也进入谈话，你觉得 Z 的期待是

什么？

Z：我觉得 Z 会希望她的父母能理解她的内心

冲突，Z 能自主决定来或不来学校。无论选择哪一

个，给她点时间，她是会对自己负责的。

心理教师：好，接下来我们可能要从观察者的

位置上离开，你觉得可以吗？

Z：可以的，老师。

（三）对反映谈话的反馈阶段（15 分钟）

反映谈话结束后，心理教师和 Z 同学从“鹰巢”

里走出来，回到原来的座位和辅导谈话中。在辅导

结束前的反馈环节，Z 反馈说，反映谈话让她知道

自己并不抗拒学习本身，可能是因为被父母过度期

待后反抗情绪不断积累，投射到了紧张的学习中，

间接地对去学校产生抗拒。

从“鹰巢”这个位置反观自己，让来访学生从

关系视角理解内心冲突，纠结和卡住的部分开始松

动。明确自己和父母之间的关系需要调整，并希望

后续可以进行一次家庭访谈，借助学校心理教师的

支持调整亲子关系。

（四）注意事项

心理教师要评估访谈过程是否需要使用反映

位置技术，要征求与尊重来访学生的自主意愿，不

是为了使用此技术而使用。初次使用时，来访学生

和心理教师很容易再次回到辅导系统，忘记自己是

观察者的身份，而让反映谈话与咨询谈话混杂，打

断观察者的视角。可以在观察者的座位上贴上带有

“观察者”字样的标记，加深自己在反映位置中的

观察者角色。在反映谈话中，如果来访学生感到不

舒适，可根据其意愿停止，回到辅导过程，并探讨

是什么让来访学生感到不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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