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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又爱又怕的“第六感”

◎ 罗 莉（广东省佛山市第四中学，佛山 528000）

摘要：恐惧是个体对未知事物不了解，用自己以往生活中的经验分析事物，不能得到合理解释而产生的忧虑、痛

苦的感觉。一名高一男生对“黑影”产生了恐惧，深信自身拥有“第六感”，心理教师主要运用个人中心疗法，辅以理

性情绪疗法，促进来访者自我概念与经验的整合，帮助来访者降低恐惧，最终使其恢复了正常学习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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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黑影”恐惧个案辅导

注：本文获第八届“健康杯”心理健康教育优秀成果评选一等奖。

一、个案概况

小A（化名），16岁，高一男生，

独生子，在校住宿，戴眼镜，个子

高瘦，身材单薄，肤色略白。成绩

中等，与教师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

班内朋友少，自评“与同学的思维

不在一个频道，他们比较幼稚，自

己会想一些相对有深度的东西”。

小 A 入学体检报告正常。他与

父母关系一般，家里经济条件一般。

10岁前在乡下与文化程度不高的爷

爷奶奶一起生活，爷爷务农，奶奶

是典型的家庭妇女。小 A 与老人关

系亲密，放假时，会主动到乡下陪

伴老人。

小 A 如约来到辅导室，坐在沙

发上，看着我的眼睛，用低沉的声

音说：“老师，也许我接下来说的，

你不会相信，但是真实发生在我身

上的事情。”

半个月前，一天晚修结束后（约

22点），小A到课室墙外的开水处打

开水，周围没有人，灯光较暗，小A

的眼角似乎扫到有“黑影”闪过，仔

细看却没有人，当时心里觉得不舒

服。他独自回宿舍，感觉有“黑影”

跟随自己上楼梯，小A身体僵硬，额

头和后背出冷汗。类似情形，小A后

来又遇到了2~3次，导致每天晚上害

怕独自去打开水，上厕所等。第二天

上课效率下降，因此，前来寻求心理

辅导。

二、评估与分析

（一）问题评估

小 A 的“中学生心理健康测验

（MHT）”测评显示：小 A 的总体情

况为 66（预警状态），效度量表正

常。其中，恐怖倾向为 13，身体症

状为 11，孤独倾向为 9 等，都呈现

较高的分数。

小 A 思维清晰，表述详细，无

逻辑思维混乱，有自知力，知情意

协调一致，未严重影响正常社会功

能，因此，初步排除严重心理问题

和神经症性心理问题。

根据小 A 的表述，判断为一般

恐惧倾向，属于一般心理问题。

（二）成因分析

恐惧是个体对未知事物不了

解，用自己以往生活中的经验分析

事物，不能得到合理解释而产生的

忧虑、痛苦的感觉。

小 A 在灯光较暗情况下感觉到

的“黑影”，为什么会令他感到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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惧？原因是，小 A 的生活经历令他相信“黑影”是

客观存在的。他小时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奶奶在

闲暇时喜欢讲“灵异故事”，小 A 说，每次听完都

感觉汗毛竖起来了，但又喜欢听，觉得很神秘。小

A还提到在乡下的亲身经历，自己有时会看到模糊

的影子，一起玩的小朋友也说见过，但身边大人很

焦急地否认，然后会带各自的小孩去找村里的“神

婆”求符压惊。

小 A 的性格特点也令他更关注个人的内心世

界，并且合理化遇到的一些问题。个性偏内向的小

A不喜欢运动，与同学可聊的话题也不多，喜欢看

《鬼吹灯》《盗墓笔记》一类的书籍和影视剧等。小

A把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自认为“不可解释”的

事情都归为“灵异”，但周围没有人附和或认同他

的看法。为了合理化，他用自己拥有“第六感”来

解释，因为“第六感”，他比别人更容易感知“黑

影”，这种解释反过来又加深了小 A 对“黑影”等

灵异事物存在的接受度。

小A相信自己拥有“第六感”，但又害怕因“第

六感”感知到“黑影”等灵异事物的存在，在他看

过的书籍和电影中，有这种能力的人都会比较危险

和痛苦，同时也可能会令周围人反感。同样，小 A

父母不相信他的“第六感”，让他不要想这些来逃

避学习，同学认为他是迷信和胆小，或者由于眼花

等原因导致，从此他不敢再与别人说，害怕异样的

眼光。

由于拥有“第六感”，小A认为自己会遇到“黑

影”等事物所带来的危险和外界对他的异样看法。

因此，在连续几次“感知”到黑影后，小 A 对“黑

影”表现出恐惧，晚上不敢独自去打开水和上厕所

等，紧张的精神状态也导致他白天的听课效率下

降，让他迫切需要解决这种困境。

三、辅导目标

和小A商量后，确定辅导目标为：降低对“黑

影”的恐惧程度，恢复正常的学习和生活。

我和小A按辅导一般流程做了双方义务、权利

和时间的约定，在遵守有限保密原则的前提下，约

定每周一次，每次 40 到 50 分钟。如果小 A 觉得没

有明显改善，可以更换心理教师，甚至如果他的恐

惧程度发展过快，严重影响到学习和生活，他要到

专业机构求助。

四、辅导过程

（一）个人中心疗法为主和理性情绪疗法为辅

并交织运用

个人中心疗法是由卡尔·罗杰斯首创的一种心

理辅导方法。他认为，心理适应不良的程度取决于

自我概念与经验之间的不和谐程度，两者的不一致，

主要源于自我概念受到外部文化因素的影响，个体

把他人的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价值标准 [1]。该疗法

相信积极的成长力量，会评价个人经验对自我实现

的作用，相信人有能力调整自我。个人中心疗法的

技术包括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坦诚地与来访者交

流，无条件的积极关注，不从个人的立场去评判来

访者的问题等。

我在经过一些辅导方法的“试错”后，把重心

放在无条件的积极关注上，接纳小 A 的全部感受，

耐心倾听他对“第六感”的看法，不随意用科学观

点等理由改变小A对“黑影”的解释。小A不认为

“黑影”是鬼，而是目前科学暂时无法解释的事物，

他统称为“灵异事物”。对小 A 的问题，不能简单

粗暴地认为是“封建迷信”，其中有较复杂的地方

文化和群众信仰等因素，也不能简单归因为小A眼

花等并强迫小A接受这种解释。 

小 A对“黑影”产生恐惧的情绪，如果用情绪

ABC理论解释，这是因为他认为“黑影”是由“第

六感”带来的，而“第六感”有可能会带来危险和

他人的排斥。我不评价这种信念的理性与非理性，

仅仅运用其原理帮助来访者看清这种关系再做决

定。情绪ABC理论的创立者艾利斯，在如何区分理

性信念与非理性信念上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标准，在

关于 ABC 模型对信念的界定上，争论最多的是非

理性信念应当如何进行定义的问题 [2]。

（二）通过无条件接纳和积极关注建立互相信

任的关系

小A：老师，你相信我说的话吗？

心理教师：（身体前倾，点头）我会尽最大的

努力去倾听和理解、相信你所说的话。（没有简单

地说老师一定相信你。用“尽最大的努力”这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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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反而容易取得小A的信任，并且能诱导他自身

付出行动，把他想说的内容说出来以取得笔者的理

解和信任 [3]）

当小 A再次说出“黑影”的存在后，我表现得

很平静，只是用眼神和身体语言支持他继续说，然

后小 A 又说了他的乡下经历和他的“第六感”。我

积极的关注和回应，对他优越感的认同，满足了他

对 “第六感”的倾听需要。

（三）自我概念和经验的整合引导学生开始全

面接纳“第六感”

小A在说到“第六感”时，语气中透着自豪和

神秘，他对“第六感”又爱又怕，爱的是这种能力

让他很有优越感，怕的是这种能力让他见到“黑

影”，从而可能受伤害和排斥。小 A 的恐惧来源于

“黑影”，而“黑影”又和“第六感”密切相连，他

的自我概念是“我是一个拥有第六感的人，是一个

别人应该羡慕我的人”，但他的经验却显示，他的

“第六感”没有人认同，可能还让人反感。自我概

念与经验的不一致性，既造成了他的心理压力，又

增强了他对黑影的恐惧。如何推动两者一致呢？研

究者认为：一旦外部世界给予个体有效的刺激，个

体必定会产生一系列显性或隐性的感知，这些感知

对个体唤起何种信念以解释外部世界，以及产生何

种结果，如何应对外部事件起到关键的作用 [4]。

小 A：老师，我知道身边人都认为我迷信，自

己吓自己，但我觉得我不是这样。

心理教师：嗯，你觉得自己不是迷信，也不是

自己吓自己。

小 A：是呀，我小时候在乡下是有亲身经历

的，我能看到一些大人看不到的东西，但是现在看

不到了。我不知道之前和你说的“黑影”，算不算

表示我又恢复了这种能力，我觉得自己是有“第六

感”的。真的，有一次在街上，我看到有一个人过

马路，我当时不知怎么的，在脑海里就闪过一个想

法，他会出车祸，结果他真的出了车祸。后来，我

预感会发生的一些事，结果真的发生了。

心理教师：我也听说过“第六感”，好像能预

知一些还没发生的事情。你刚才提到，你曾经预知

有一个人过马路时会出车祸，结果真的发生了。

小A：是呀，好多人围住他，很危险的。

心理教师：你提到了危险这个词，是因为……

小 A：那个人过马路时，红灯也亮了，我当时

就想，肯定要出事，结果就出事了。

心理教师：哦，他闯了红灯，这种情况出事的

概率是很大的。

小 A：是呀，但是有时我也会想，如果我没有

这么想，是不是他就不会出事。

（四）引导学生看到自己恐惧情绪的来源

小A认为自己的“第六感”可能是导致这次车

祸的主要原因，而这种想法加深了他对“第六感”

的“爱和怕”中“怕”的感觉，他认为这种“能力”

是危险的，被人得知后是会被排斥的。因此，笔者

在肯定他的善良后，引导他看到车祸发生的主要原

因是不守交通规则，卸下“拥有第六感是危险的”

这个包袱。

心理教师：你是不想他出事的，你希望他能平

安。那么，遵守交通规则和不遵守交通规则，你认

为哪一个出事的概率更大？

小A：肯定是不遵守交通规则。

心理教师：是的，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出事

的概率会大很多。

小A：我也认同这一点，我觉得现在有些科学

也证明，“第六感”其实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大

家也在接受“第六感”。

我们接下来谈到了国外电视台对灵异事件的

科学探究，如天花板上传来弹珠的声音是因为水泥

里的钢筋发生热胀冷缩等。小A谈到了很多可以用

科学解释的灵异事件。

小 A：老师，你是第一位愿意听我说，并且相

信我的人。

心理教师：（小结前一段谈话）谢谢你对我的

肯定。的确，由于每一个人的成长环境不同，信仰

不同，我们对一些事物的解释也不同。我们学会接

受这种不同，也互相理解。你的想法如果没有对社

会和他人造成负面影响，也不会让你自己很痛苦，

就可以保有这种想法。

（五）与“黑影”互不干扰

小A：听了你的话后，我也觉得我以后再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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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向别人解释什么“第六感”了。可是，我只要一

想到在我的身边会有“好兄弟”的存在，我还是会

有点儿害怕，而且，我还知道他们的存在。

（ 到了这儿， 又是一个关键点， 即如何处理

“黑影”。）

心理教师：你认为你曾经伤害过这些“黑影”吗？

小A：当然没有。

心理教师：你觉得他们会打破平衡，来伤害

你吗？

小A：不会。

心理教师：如果你认为他们不会来伤害你，你

会容忍他们的存在吗？

小A：（似乎如释重负）会，各自有各自的世界，

互不打扰，与他们和平共处吧。

心理教师：是呀，与他们和平共处。

当进行到这一段谈话时，我感觉小 A 的压抑

感明显降低。由于推动小A自我概念与经验的一致

性提高，小A找到了与自己的想法（第六感和“黑

影”）的共存之道。

辅导进行到这里，已经完成了我们初定的六次

辅导。

五、辅导效果评估

辅导结束后，我在小 A 的辅导反馈表上看到，

他对辅导的评价很高，认为自己来找心理教师是

非常正确的选择。我问小A能否再做一次MHT时，

小A因时间关系拒绝了。

回访小A出现“黑影”的次数和感觉，小A说，

这段时间好像不怎么出现，就算出现也不害怕。小

A很高兴地说，自己的上课效率提高了，最近的一

次考试也考得不错，而且与同学的关系也好了一些。

从小A班主任侧面了解到，他的学习状态比以前有

好转，整个人看起来比以前更容易相处了。

小 A 对“黑影”的恐惧度降低，全面接纳“第

六感”，他不需要否定自己来迎合外界的看法，这

促进了他内心的自愈。辅导完成短期目标。

六、反思

第一，对“黑影”和“第六感”之间的关系，

究竟应该如何去处理？如何确定来访者的主要问题

是对“黑影”的恐惧还是对“第六感”的疑问？我

现在的处理是否恰当？除了以小A的反馈作为评价

标准，还有别的标准吗？   

第二，我曾尝试用“视觉残留”的心理解释及

认知行为治疗等方式进行辅导，来访者表现出抗

拒。这也让我思考：“是我想解决问题，还是我想

让来访者自己解决问题，我真正接纳来访者了吗？”

辅导的方法是多样的，实际用哪一种或哪几种，也

许来访者才有权决定。尤其对于高中生而言，辅导

教师要和来访者合作，一次又一次厘清思路，不断

探讨辅导的具体操作方法。

第三，对于类似带有深层原因的恐惧个案，重

点在于先找到恐惧的来源，因为许多恐惧可能都和

外界附加在来访者身上的价值观、文化等有关。而

有些时候，即使找到来源，我们也需要了解来访者

的内心需要，站在他的角度看待问题，积极地关注

他，而不是通过简单地降低恐惧程度来解决问题。

究竟是化解他的恐惧来源，还是引导他接受当下的

状态，也许是辅导的关键。

第四，心理辅导目标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助人

自助。而自助的程度与效率和来访者之前的状态有

关，自助促使来访者在辅导过程中成为一个积极的

伙伴，而不仅仅是一个“被改造者”。令人深思的

是，我们的每一次辅导，究竟是助人自助，还是在

不自知地改造来访者。

第五，对于高中生而言，他们仍处于价值观待

确定的关键时期，作为心理教师，怎么处理价值观

的中立原则和学校教师对学生的价值观引导二者

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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