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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中期，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思潮随着社会由现

代工业社会步入后工业社会，也由现代主义转入后现代主 

义 [1]。1988 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格根（K．Gerge）在心理

学大会上作了一场“走向后现代的心理学”的专题报告，成

为后现代心理学正式兴起的标志。在心理咨询领域，后现代

主义心理学更加注重社会建构、文化多元化、整体论等在心

理咨询中的作用，并发展出了后现代心理咨询的代表性咨询

技术，如焦点短期解决和叙事疗法。

2 后现代心理咨询
后现代心理学产生于 20 世纪 90 年代，在科学主义心理

学以工具性为主，忽视人的主观建构、生活多样化的基础上，

后现代心理学以主观能动性、多元化、整体论的思路开始对

心理学进行研究。后现代主义心理学注重在现实生活基础

上，人们能够通过主观能动性进行建构，解决生活中出现的

心理问题和社会适应问题。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大环境下，

心理咨询的发展也经历了从客观主义到主观主义、由反映论

到建构论的转变 [2]。后现代心理咨询在深受后现代主义思想

影响的同时，还受到全球多样化和多元化发展趋势的影响。

2.1 社会建构
社会建构论将人、人的心理都认为是社会建构的结果，

语词在其中起着一种联结的作用，因此社会建构主义影响下

的后现代心理咨询不再是把来访者所表现出来的“问题”看

成是问题，而是将其看作一种语词构建出来的表达 [3]。在后

现代主义和社会建构论看来，由于所有的知识都是通过语词

建构的结果，语词的意义又随着群体和时间的不同而不同，

因而知识只不过是以语言形式表述的社会一致意见 [4]。”因

此后现代心理咨询将人心理的复杂性考虑在内，认为来访者

的问题不仅是表现出来的那样，而是能够在交流的过程中对

来访者建构的认知有更深刻的了解，因此更加符合当代人的

心理特点和社会价值体系。

2.2 多元化
随着多元文化的交流和全球化运动的兴起，人们意识到

文化背景的差异使人们对心理“失常”与治疗“失常”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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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存在很大差异。格根曾指出：心理学研究者应富有挑战精

神，通过新的、解释力强的、实用的理论来指导心理学的发

展，突破传统心理学的障碍，扩大心理学的适用范围，为新

思想、新理论开辟畅通无阻的道路 [5]。后现代心理咨询的方

法充分体现了后现代心理咨询的多元化思想和方法论，同时

注重从生活的文化环境、社会环境和价值体系等多个方面发

现问题。例如，人的行为很大一部分受到所接受文化的影响，

这里的文化一部分是指自身拥有的文化，另一部分则指人们

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文化，只有对文化背景有一定的了解，才

能理解人们对待问题的看法和解释，才能更好地帮助他们解

决问题。

2.3 整体论
整体论将人的心理、行为和社会环境看成有机的整体或

动态的系统，反对将人的心理进行分解的研究。德国哲学家、

心理学家狄尔泰认为，作为认识论基础的心理学，不是立足

于心理生命的某些元素，而是立足于心理生命之整体。他认

为心理生命是一个统一体：“心理生命不是其组成部分的汇

集”，它不是若干元素构成的，“它本来是而且始终是综合

的统一体 [6]。”一些持整体论的后现代心理学工作者强调从

个人的抚养情境、生活经历、成长历史、教育状况、文化背

景及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入手，系统而综合地考察一个人的心

理活动及行为表现，并分析它们相互作用产生的影响，从而

对来访者做出较为准确的诊断，并以此来对其进行治疗。

3 后现代心理咨询技术
3.1 焦点短期治疗

“聚焦于问题解决的短期咨询”（Solution -Focused Brief 

Counseling, 简称 SFBC）是近些年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

发展起来的“在咨询师的帮助下，来访者根据自己以往的成

功经验以及自己的信念和力量在短期内向积极建构方向转变

的咨询模式”。该模式认为来访者的问题会随着来访者个人

和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在咨询师与来访者的交谈过程中来判

断来访者目前的建构是否存在偏差，这才是最重要的；把人

和所在的社会环境看作一个整体的系统，这个系统中不管是

人发生变化还是社会环境发生变化，都会导致整个系统发生

变化，进而对人和社会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 [7]。在咨询的过

程中，咨询师要善于发现来访者以往的成功经验以及个人希

望，然后进行积极的引导，让来访者相信自己有改变的力量，

并愿意去改变 [8]。焦点短期治疗是短时有效的新咨询模式，

咨询过程中注重个性化，遵循“以来访者为中心”，且在咨

询过程中目标明确 [9]。尽管它不是以理论为基础，而是由实

用主义发展出来的，但该模式深受社会建构主义和系统论的

影响，被认为是后现代治疗理论最为重要的技术之一 [8]。

3.2 叙事疗法
叙事疗法最早由 Michael White 和 David Epston 于 20 世纪

70、80 年代提出 [10]。叙事心理治疗是指让来访者倾诉自己的

问题，咨询师应认真地倾听，必要的时候表达自己的共情；同

时，运用相关咨询技术找到来访者问题所在，引导来访者激发

内在动力系统，客观对待现实，并进行积极地建构。在后现代

社会建构主义的指导下，叙事心理治疗以“叙事”为隐喻，把

人的经验当作故事来看，进而以有意义的方式来体验 [11], 解构

现代心理咨询的模式，它重视生活经验和客观现实，强调人会

受到来自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影响，同时注重从多方面去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再将人看作问题，而是通过“故事叙

说”、“故事重构”“故事理解”等方法，使人更加具有动力

和自主性，扩展了心理学和心理咨询的范围 [12]。

4 结语
后现代心理学的出现对心理学产生了一定的冲击，随着后

现代心理学的发展，中国本土化的心理咨询也得到进一步的改

善和提升，后现代思潮在于帮助心理咨询研究学者打破科学实

证主义的绝对权威，能够从社会建构、多元化和整体论的角度

去思考和探索心理咨询的道路。强调了社会建构的重要性，强

调了来自现实问题之外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之间交互作用

的重要性，强调了从整体来看待来访者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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