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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心理辅导
、

团体心理咨询
、

团体心理训练概念的区分

左 占伟
,

冯 超

(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 教育系
,

河 北 石家庄 0 50 80 1)

〔摘 要〕团体心 理咨询
、

团体心理辅导
、

团体心理训练 虽然在理论基础和方 法上有很 多相 同之

处
,

但是他们仍属 于不同概念
。

团体心 理辅导
、

团体心 理咨询强 调借助 团体 力量影响个体
,

强调人

际互动对人的影响
,

团体动 力是其理论基础
。

团体心理训练也是在 团体情境 中进行
,

但 团体训练的

团体的主要功能在于为成员提供一个实验 室
,

注重帮助成员学习新的行为
,

改变不 良行为
。

团体心

理辅导与团体心理训练越来越吸收心理咨询的技术
,

在方 法上 有融合的趋势
。

但是他们 在活动 源

泉
、

目标
、

对象
、

活动性质
、

活动方式与技术
、

活动效果与深度上确是有区别 的
。

〔关键词 )心理辅导 ; 团体心理辅导 ; 团体心 理咨询 ; 团体心 理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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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
,

团体心理辅导在我 国大陆地区开

展以来
,

团体心理辅导 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 了解
,

成为极富

生命力的新生事物
。

目前团体心理辅导
、

团体心理咨询成为

广大德育工作者
、

管理工作者
、

社会工作者
、

心理学的专业人

员都热衷做的工作
。

但在我国大陆心理辅导
、

心理咨询仍处

于发展初期
,

与香港地区
、

日本
、

美国等地相 比
,

我们的心理

辅导起步较晚
,

专业化水平低
。

目前在专业术语方面存在着

比较严重的概念混乱现象
,

不仅内地
、

港台用语不统一
,

而且

内地不同部门
、

甚至不同培训者专业用语不统一
,

导致学术

交流
、

沟通困难
,

学习者无所适从
。

心 理辅导发展的当务之

急就是澄清和规范基本概念
。

下面就从概念混用最多的 团

体心理咨询
、

团体心理辅导
、

团体心理训练三个概念的 区分

上做一些阐述
,

以供同仁商榷
。

一
、

团体心理咨询
、

团体心理辅导
、

团体心理训

练的概念及相同之处

团体 G ro uP 也有人称小组
,

这里团体的概念与 日常用语

不同
。

勒温 (K u rt Le w in
,

19 48) 认为
:
不管团体的大小

、

结构

及活动如何
,

所有称为团体的都需要建立在其成员彼此的互

动上
。

哈默斯 (H a m a
ns

,

19 50) 指出 ;所谓团体是指一群人彼

此互相沟通一段时间
,

以使每个人不 需要通过他人
,

能与其

他人面对面地沟通
。

心理辅导中的团体应该是
:
为了共同目标

,

相互依存
,

彼

此间互动的人群结合体
。

团体心理辅导源为英文的 G ro 叩 G ui da nc
e ,

美 国称指导
,

我 国的台湾称辅导
,

是心理辅导 (Ps ye
ho lo g ie a l G u id an e e

)的

一种
。

团体心理辅导是指
“

教师或辅导人员
,

面对多数被辅

导者

—
学生

,

基于社会及团体动力的原理
,

运用适当的辅

助技术
,

以协助个体 自我 了解
、

自我发展及 自我实现的过

程
’,

川
。

目前团体心理辅导概念虽未完全统一
,

但团体心理

辅导至少包涵 以下 内容
:

1
.

团体心理辅导对象为具有相同问题或在某方 面有共

同成长意愿的人组成的有共同目标 和凝聚力的有序组织 ;

2
.

通过活动 的形式给予辅导 ;

3
.

团体心理辅导 以人的成长
、

发展为中心
,

强调助人发

展的功能
,

相信被辅导者的潜能
,

相信人有能力帮助自己
,

辅

导者所起的作用为助人 自助 ;

4
.

团体心理辅导强调 团体动力
,

团体活动中人际交往与

互动对人 的影 响 ;

团体咨询是由 G ro u p Co
u n se lin g 翻译而来

,

G r o u p 也可

译为小组
、

群体
、

集体
,

Co
u

ns eli n g 也 可以译为咨询
、

咨商
。

团

体咨询 又称集体咨询
、

群体咨询
、

小组咨询
,

是心理咨询的一

种
,

是在团体情境中提供心理帮助与指导的一种心理咨询的

方式
。

樊富眠认为
: “

团体咨询是在 团体情境中提供心理帮

助与指导的一种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形式
。

它是通 过团体内

人际相互作用
,

促使个体在交往过 程 中通 过观察
、

学习
、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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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

认识自我
,

探讨 自我
、

接纳自我
,

调整改善与他人 的关系
,

学习新 的态度与行 为 方式
,

以发展 良好的 适应 的助人过

程
。 ”

川 团体咨询分为两类
,

一类是把重点放在个体的团体咨

询
,

这类咨询虽然也 重视 团体内成员交互作用的意义
,

但主

要还是把咨询方法
、

手段直接应用于每个成员 ;另 一类则是

把重点放在 团体成员的交互作用 上的 团体咨询
,

由 l一2 名

领导者
,

5一 10 名有类似心理问题或相同心理需要 的咨询对

象组成咨询小组
,

通过咨询员与组 员
、

组员 与组员间的相互

作用来达到咨询 目标
,

使组员调整自己的思想
、

情感与行为
。

一般团体咨询多指后一种
。

团体心理训练属于心理训练的一种
,

参加者超过 10 人

则为团体心理训练
。

心理训练有多种心理层次
。

如生 理心

理水平的生物 反馈训练
、

气功
、

瑜伽
、

放松训练 ; 基本心理机

能训练 ;高级心理机能训练 ;修养或人格层次的心理训练 ; 社

会群体心理层次的心理 训练
。

如自信心训练
、

耐挫力训练
、

表达 能力训练
、

交往能力训练都属于高层次的心理训 练
。

心

理训练旨在改变原有的心理 面貌
,

养成 良好的心理品质
。

卡

耐基训练
、

戴 尼提技术都属于心理训练
。

团体心理辅导
、

团体心理咨询强调借助 团体力量影响个

体
,

强调人际互动对人 的影响
,

团体动力是其理论基础
。

这

一点与团体心理训 练不 同
。

团体心理训 练也是在 团体情境

中进行
,

团体的主要 功能在 于为成员提供一个实验 室
,

注重

帮助成员学 习新 的行为
,

改变不 良行为
。

强 调通过团体环境

的行为实验来帮助成员学会如何解决问题
。

他们三者在方法上 有许多共同之处
。

团体心理辅导
、

团

体心理咨询
、

团体心理训练的共同之处在于
:

(l) 都是在团体情境中进行
,

强调人 际相互影 响
。

如团

体心理辅导
、

团体心理咨询 强调借助 团体力量影 响个体
,

强

调人际互动对人 的影响
,

团体心理训练强调通过团体环境的

行为实验来帮助成员学会如何解决问题
。

(2) 活动方法与技术上有交叉
。

心理学的方法与技术
,

如放松
、

暗示
、

心理剧
、

空椅子等在各项中都有应用
。

二
、

团体心理咨询
、

团体心理辅导
、

团体心理训

练的区别

团体心理咨询
、

团体心理辅导
、

团体心 理训练他们虽 然

在理 论基础和方法上有很多相同之处
,

但是他们仍属 于不同

概念
。

他们的区别主要 是在活 动源 泉
、

目标
、

对象
、

活 动性

质
、

活动效果等方面
。

源泉不同
:
团体心理训练的源泉要 追溯到中国 的气功

、

印度的瑜咖功
,

团体心理咨询要追溯到 2 0 世纪 初的欧美精

神病学家为患者开办学 习班
、

首创心理剧 (Ps ych od ra m a
)

,

进

行
“

团体分析
”

开始
。

团体心理辅导则起源于美国的职业指

导运动
,

开始 主要是为需要 帮助的人提供信息与指导
。

但在

指导过程中
,

他自觉 的与咨询挂钩
,

不再局 限于提供信息与

忠告
,

而要帮助当事人解决各种问题
,

使当事 人更好适应社

会
。

如今指导
、

咨询 以及治疗在美国都有 自己专门的学术刊

物
,

但在方法上越来越 出现融合趋势
。

目标不 同
:
团体心理咨询目标是解决成员的共有的发展

课题或心理障碍
。

团体咨询中的发展性咨询与团体心理辅

导的 目标很相近
,

都有促进个人成长的意思
。

团体心理辅导
,

以人的成长
、

发展为中心
,

强调助人发展

的功能
,

旨在帮助人的全 面发展
,

最终 目标是促进人格的健

全发展
。

团体心理训练的 目标是帮助成员学习新的行为
,

改变不

适应的行为
,

并通过练习使新行为得到巩固
。

与发展性团体

相比
,

训练性团体不重视个人成长
,

而重视团体发展的过程
,

引导成员如何观察
、

改进自己的行为
。

对象不同
:
团体心理咨询参加对象为有某方面心理障碍

和希望在某方面得到发展的人
。

团体心理咨询规模因参加

者的问题性质不同而不等
。

咨询小组一般不超过 12 人
,

少

则 3一5 人
。

团体心理辅导扩大了心理帮助的人群
,

心理辅导 面向所

有人
,

体现 了心理健康的全 民性与全程性
。

儿童 和成人
,

包

括老年人在内的各年龄阶段的人群都在心理辅导的范围之

内
。

团体心理辅导可以主动为人提供服务
。

团体心理辅导

的团体可多达几十人
,

分小组一起活动
。

团体心理训练对象

为希望在某方面提高心理素质
,

改变自己的人
。

人员 构成不

一定有共同特征
。

活动性质与侧重点不同
:
团体咨询更多采用心理咨询技

术
,

活动触及参加者精神领域更深层次
,

对个人影响更深远
,

属于心理性质 ; 团体心理咨询更多的是从心理咨询各流派中

汲取营养
,

精神分析
、

行为主义
、

人本主义
、

森田疗法等各流

派都有着各具特色团体咨询技术
。

团体心理辅导是 一个助人 自助的过程
。

是一种协助与

服务
,

属于教育活动的性质
。

这种自我教育活动以积极的人

的发展观为理念
,

以人的成长
、

发展为中心
,

相信人的潜能
,

引导
、

帮助人主动参与
、

自我体验
、

自我领悟
、

自我实践
,

解决

成长中的问题
,

开发潜能
,

进而达到更好发展的 目的
。

团体

心理辅导是以咨询心理学为主的多学科综合教育方法与技

术
。

它涉 及到咨询心理学
、

行为科学
、

教育学
、

社会学等等
。

在我 国团体心理辅导吸收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
、

组织工作

的经验
。

目前我 国中小学 生的心理辅导探索出了心理教育

活动课
、

以班级为单位的团体心理辅导等多种形式
。

团体心理训练的技术着 重训练
,

强调 此时此地
,

不 涉及

成员过去的行为 ;强 调过程不强 调内容
,

强 调态度与行为的

形成与改变
。

团体心理 训练除采 用放松
、

暗示
、

音乐
、

心理

剧
、“

空椅子
”

等心理技术外
,

还采用辩论
、

演讲
、

社会调查等

一般方法
。

与此相比
,

团体心 理辅导则重视情感体验
、

自我

意识
、

内省等
。

如果从活动技术的关注人的内心
、

精神角度来将三者 区

分
,

团体心理训练
、

团体心理辅导
、

团体心理咨询三者程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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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 超
:
团体心理辅导

、

团体心理咨询
、

团体心理训练概念的区分 7 1

渐次加深
。

用图示表示为
:
团体心理训练~ 团体心理辅导~

团体心理咨询
。

从对问题解决的深度来划分的话
,

团体心理辅导
、

团体

训练
、

团体心理咨询
,

三者程度依次加深
。

用图示表示为
:
团

体心理辅导~ 团体心理训练~ 团体心理咨询
。

总的来说
,

团体心理辅导是一种预防性
、

发展性的工作
。

是运用团体的情境
,

设计出活动课程
、

内容
,

用来预防个体发

展阶段中会碰到的各类问题
,

以及所引发的一般性困扰
。

团体咨询注重补救性
、

情绪性问题解决
,

借助团体动力

交互作用 以促进成员更深的 自我探索
、

自我了解
、

自我悦纳

的过程
。

在应用时团体心理咨询与治疗常常相连使用
。

而

辅导则不会
。

所以也有人认为辅导面向健康人群
,

咨询 面向

有心理障碍的人群
。

治疗则面向精神病人
。

有人以主动与被动作为心理咨询与辅导的区别
。 “

心理

咨询 Ps yc hol og ica lCo
u
ns eli n g )是由心理学专业人员对求询者

的帮助过程
。

没有求询者的登门造访
,

就谈不上咨询过程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心理咨询具有被动的特点
。

心理辅导在提

供心理学帮助时
,

既可以采取被动的形式
,

也 可 以采取主 动

的形式
’,

〔3〕
。

我认为就团体心理咨询与团体心 理辅导来讲
,

主动与被动并不是他们本质的区别
,

就学校发展性团体咨询

来说
,

也可 以是主动的帮助
,

有人 已经这样做 了
。

在具体应

用中
,

通常团体心理咨询前都进行筛选
,

将具有某种共同特

征和意愿的人选出
,

然后有针对性地咨询
。

而团体心理辅导

可面向有着共同特征的团体
,

如学校的班级
,

可 以不加筛选
,

有人撰文称探索出
“

课程式团体咨询模式
” ,

我认为以班级为

单位
,

以一般学生为对象的这种心理教育活动方式还是称团

体心理辅导合适些
。

在 目前的心理教育工作中
,

一些学校存在着不 分对象
、

不分层次的随便应用辅导
、

咨询与行为训练技术的情况
,

这

样不仅会影响活动效果
,

也是一种乍寸学生极不负贵任的态

度
。

团体心理辅导
、

团体心理咨询
、

团体心理训练三者是有

着很大区别的技术
,

心理教育工作者应根据成员的心理健康

状况
、

个人需要改善或发展的方面
、

要达成 目标的 心里层次

等确立活动的组织形式
,

问题解决 的深度
、

技术的深度等
。

为了更好的促进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开展
,

必须将团体心理

辅导
、

团体心理咨询
、

团体心理训练区分运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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