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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方家庭治疗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家庭治疗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其中有些还构
建了精致的理论模型，一些早期的奠基者此时已成为流派的领袖人物。
各种流派之间壁垒分明，创立了各具特色的理论和研究领域。
20世纪80年代以后，受后现代学术思潮的影响和冲击，传统家庭治疗领域内部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声音
，原本稳定的多流派分立共存局面，逐渐被多种激烈的批评声打破，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后现代气息的
新理念和新疗法，家庭治疗出现了一个不同以往的新气象，其价值性、政治性、批判性倾向愈加明显
。
近年来，国内有些学者注意到了西方家庭治疗及其发展的趋势和动向，并陆续发表了一些介绍性的文
章，但从总体上看，这些介绍和讨论缺乏系统性，显得较为零散，特别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家庭
治疗理论新发展的探讨基本处于空白。
本研究就是针对这一状况，尝试从宏观的视角出发，对西方家庭治疗理论及其近年来相关疗法的新发
展以及未来的趋势进行系统地分析和讨论，力求从总体上对西方家庭治疗的脉络有清晰的把握。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方家庭治疗理论的新进展研究>>

书籍目录

引言(一)研究的缘起(二)研究的主要内容(三)研究的学术价值上篇 历史的回顾：传统家庭治疗一、家
庭治疗产生的学术背景与社会情境(一)家庭治疗产生的哲学基础(二)传统个体心理治疗范式的局限及
整体论思想(三)家庭治疗产生的社会文化情境二、家庭治疗的早期奠基者和经典流派(一)家庭治疗的
早期奠基者(二)家庭治疗的经典流派三、小结中篇 新理念的冲击和新方法的建构一、女性主义对家庭
治疗的冲击(一)女性主义对传统家庭治疗的批判(二)女性主义家庭治疗的基本主张(三)女性主义家庭治
疗对具体家庭问题的探讨(四)对女性主义家庭治疗的女性主义批判(五)女性主义家庭治疗观简评二、
建构主义对家庭治疗的渗透(一)心理治疗中的建构主义(二)建构主义家庭治疗的基本理念与代表人物(
三)范例：系统认知发展疗法(四)建构主义家庭治疗简评三、焦点解决疗法(一)焦点解决疗法的代表人
物与基本特征(二)焦点解决疗法的治疗目标(三)焦点解决疗法的主要技术(四)焦点解决疗法简评四、叙
事家庭治疗(一)叙事家庭治疗的代表人物与理论渊源(二)叙事家庭治疗的主要特征(三)叙事家庭治疗的
主要观点(四)叙事家庭治疗的治疗过程(五)叙事家庭治疗简评五、多元文化主义家庭治疗(一)多元文化
家庭治疗产生的背景(二)多元文化主义家庭治疗的主要观点和基本立场(三)家庭治疗中的种族与同性
恋问题(四)应用实例：华人家庭治疗(五)多元文化主义家庭治疗简评六、心理教育家庭治疗(一)心理教
育家庭治疗的兴起(二)狭义心理教育家庭治疗(三)医学家庭治疗(四)心理教育家庭治疗和传统家庭治疗
之比较(五)心理教育家庭治疗简评下篇 整合及相关问题探讨一、问题的提出二、家庭治疗中的整合趋
势(一)整合的背景、途径和特点(二)整合模式之一：内部家庭系统疗法(三)整合模式之二：元框架模
式(四)其他整合治疗模式(五)整合模式简评三、对家庭治疗伦理和法规问题的探讨(一)家庭治疗的基本
伦理规范(二)家庭治疗特殊互动中的具体伦理问题(三)当前家庭治疗领域的热点伦理问题(四)家庭治疗
中的价值形成及其启示参考文献附录 家庭治疗大事记(1937～1995年)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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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另外，建构主义还特别强调社会互动在进行意义制造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信仰是具有高度
弹性的，会随着社会背景的改变而发生剧烈的变化。
每个实体的经历都植根于关系，而且在从一种关系转到另一种关系时，都要经历一个连续的改变。
我们所建构的事实也植根于我们的语言系统。
所以，也许不存在独立的个体；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好的感觉都不过是源于关系。
离开了关系，个体所谓的世界也就不复存在了。
基于以上种种认识，建构主义家庭治疗在治疗过程中基本上共享如下基本原则：1.每个人的思想都是
受社会环境控制的，没有人能拥有真理的角落，所有的真理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不存在完全客观的真理和绝对确定的知识，世界和真理不是处在某个角落等待人们去发现，而是处在
不断的建构过程中。
因此治疗师在治疗过程中，要帮助来访者去理解他们所信仰的文化根源，甚至是以前假定为天生的本
质属性。
2.个人及其自我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公共的、对话性的实体和过程，而不是孤立的自足体系。
人们有着多重的身份认同，这种认同形成于社会互动之中，也可以通过社会互动而加以改变。
个体总是多维关系的参与者，他之所以会有问题，并不是因为他本身出了什么问题，而主要是因为特
定的关系情境会建构出所谓的“问题”。
治疗过程就是帮助来访者探索和认清这些情境对问题的建构过程，从而找到问题的根源。
3.治疗是一种语言活动。
语言是人们认知世界并赋予世界以意义的工具。
问题的根源和解决的办法，既不在个体也不在家庭身上，而是产生于关系与对话性的情境中；相应地
，要解决这些问题，也应当通过这一过程。
因此治疗师在治疗过程中要引导来访者对问题进行重新建构，创造一种适合的、可以导致变化的关系
性、对话性情境，这一过程就是所谓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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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家庭治疗理论的新进展研究”（03BSH003）的最终成果。
该研究课题于2003年下半年启动，2007年完成，2008年通过鉴定。
本课题的阶段性成果主要是如下几篇相关的学术论文：1.“关系的探究与调整：西方家庭治疗的新视
角”，《南京师大学报》，2004年第1期；2.“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对家庭治疗的冲击和影响”，《南京
师大学报》，2005年第2期；3.“叙事家庭疗法：以治疗解构文化”，《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5期
；4.“家庭治疗中的价值形成”，《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5年第12期；5.“西方女性主义视野的心
理治疗”，《自然辨证法通讯》，2006年第4期；6.“整合：西方家庭治疗领域的新趋势”，《东北师
大学报》，2007年第1期。
西方家庭治疗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而在心理治疗领域形成重要影响，则是在鲍温（Bowen，M.）、
麦纽钦（Minuchin，S.）和惠特克（Whi-taker，C.）等大师们创立了各具特色的家庭治疗模式和阵营
分明的理论流派的20世纪70年代。
20世纪80年代以后，受新学术思潮的冲击，原先多流派共存的局面，逐渐被多种激烈的批评声打破，
产生了一些具有后现代气质的新理念和新疗法，使得家庭治疗出现一种不同以往的新气象。
本书的重点就是尝试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这些新进展加以梳理，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和评价，并从宏
观上把握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本书在对前期的西方家庭治疗做了简要的铺垫性的考察后，把大部分笔墨都放在了对20世纪80年代后
新疗法、新观念的探讨上，以求能开阔我们的研究思路和视野，努力寻求和探索对我国发展家庭治疗
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为最终建立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心理治疗体系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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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方家庭治疗理论的新进展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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