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纽带将活动紧紧联系在一起。以饱满的情绪，持续的语言信号来引导患者能够使

其更好的进行功能重组，使得活动记忆更为长久、深刻。

团体动力学理论在团体治疗中的应用

吴乾利 陈晶晶 罗莎 朱毅

团体动力学这一概念由美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于 1939 年首次提出。这一术语

的基本含义：“就是要把团体作为一种心理学的有机整体，并在这种整体水平上探求

团体行为或人的社会行为的潜在动力”[1]。行为科学家在过去六十多年来发展团体动

力学知识，对于了解团体如何运作有着非常大的贡献。这些知识来自不同的理论基础：

精神分析、心理学、行为理论、认知行为理论及近期的系统理论[1]。团体动力可被定

义为影响成员之间互动关系的一种力量，而且其最后会影响团体的结果。作业治疗师

在进行计划与团体介入时要了解这些力量的重要性[2]。本文将结合一个具体的团体治

疗案例对团体动力学在作业治疗中的运用进行深度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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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应用团体动力学理论完成的小组治疗框架

本次团体治疗的框架主要参考《团体动力学在职能治疗中的应用》中的团体领导七

步骤形式（7 个步骤分别为：1.介绍 2.活动 3.分享 4.处理 5.概化 6.应用 7.总结。）

及相关文献研究得出，一次作业治疗活动应用到的团体动力学知识包括：一、团体治

疗成员选择；二、介绍；三、介绍本次团体活动的目的与内容；四、活动内容；五、

反馈与评价；六、团队成员的心得分享；七、总结。

一、团体成员选择

团体治疗小组成员由以下人员组成：1 名医生、2 名康复治疗师、2 名实习生、3

名患者及 3名患者家属。

挑选 1 名康复治疗师作为本次团体治疗的领导者，该领导者应对团体负有主要责任，

即设计团体。在设计团体规划阶段，包括挑选成员，明确各个成员的职责，设定或确

认目标、规定时间和地点、挑选活动或媒介（其他工作人员一同协助）起到至关重要

性。

患者也由本次团体的领导者来挑选，均符合以下条件：1.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

院康复医学科住院患者 2.脑卒中发病 6个月内 3.MMSE 评分>15 分，轻度认知功能障碍

患者 4.排除严重的躯体疾病，失语患者必须能满足基本交流; 5.自愿参加并愿意遵守

此次团体活动规定。

二、介绍

在作业治疗师领导团体的初期阶段，作业治疗需了解患者的基本信息和功能障碍

以及参加团体训练的目的。团体成员之间可能不认识，因此团体成员集合后，治疗师

应向大家做自我介绍。该介绍包含治疗师姓名、职务及即将开始团体活动的名称，并



对每位成员的出席致谢。接下来是团体成员间的自我介绍并相互问候，即暖身。

暖身是一种抓住团体注意力的活动，即使他们放松，让成员预备好接下来的团体

活动。其并不需要任何正式的活动，它只需要随性聊成员热衷的某一话题
[2]

。领导者

询问大家问题：如大家觉得每天的康复训练辛不辛苦啊？患者 A 回答说：辛苦，比上

班还辛苦！其他患者也跟着参与讨论起来。患者 B 说：康复项目好多，做完一项又赶

去做下一项，日程排得满满的。随后家属之间也颇有同感，大家都参与其中，患者与

家属之间产生了共鸣。简单的问题一下子就激发了患者与家属参与交流的热情。治疗

师拿出这些问题与患者交流，患者在感觉放松的同时也拉进了大家的关系，交流者之

间的亲切感油然而生。从而使接下来进行的活动，患者能够更好地融入其中，这也是

进行此类团体活动的一个通用技巧。

情绪调整：选择适当的暖身活动以产生相应的情绪虽然很重要，但只暖身活动是

不够的。活动环境、治疗师的面部表情和说话方式及使用的媒介均有助于团体成员情

绪的准备[2]。这次团体治疗开始之前，治疗师首先观察事先环境准备是否妥当，包括



适当照明、移除周围杂物、检查好本次活动的桌子、椅子、用具及茶点,并尽可能的移

除使人分心的物品。

三、领导者开始介绍这次团体活动的目的与内容

1.团体活动的目的：（1）帮助患者改善心理情况，抒发成员的情绪;（2）提高患者认

知功能;（3）重塑患者的自信心。

2.团体活动的内容，包括活动项目的安排、工具及过程。

本次团体活动的过程 90分钟，三项活动每项活动 25分钟，反馈 5 分钟，分享 10分钟。

例如：一项改善患者计算力的活动。治疗师说：“接下来我发 10张扑克牌放在大家面

前，然后我说一个数，大家就开始在扑克牌里面找出我说的数字点数是两张牌点数相

加的和，并且把两张牌拿出来放在其他牌前面，在规定的 10秒钟内完成。如果结果正

确我们治疗师将奖励小礼品一份，结果错误的大家可以选择唱首歌、分享最近令你比

较开心的事情或赞扬家属的话。”

四、活动内容

第一项活动：计算题：治疗师给患者 10张牌，然后说一个数字。患者从牌中找出两张

牌的点数相加等于治疗师所说的数字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正确的给予小奖励，错

误的给予小惩罚。过程中患者的答案有对有错，对的患者拿到小礼品心情愉悦，错的

患者有的后知后觉，感到惋惜。在惩罚的过程中有些患者选择唱歌，而这一过程家属

与工作人员都跟着唱，大家都非常开心。



第二项活动：看图描述：根据患者的认知功能障碍问题给予患者相应的图片，让患者

来描述图片中的内容，描述过程包含人物角色、进行什么活动、进行活动的详细方法，

患者回答的过程中家属可以给予提示。回答过程中患者出现紧张的情绪，描述的内容

有偏差，在治疗师的引导下可以向家属寻求帮助并完成。

第三项活动：问题讨论：治疗师提出的问题是：“如何预防再发脑卒中的发生？”，

这个问题首先治疗师自己先回答，接着引导患者回答。有患者的答案为：“减肥、锻

炼”，也有患者答案为：“吃清淡的食物，不吃肥肉了”，还有患者的答案是“不能



生气激动，不然血压会高，就容易中风”。在回答过程中治疗师给予补充，提高大家

对疾病的认知，接着大家各抒己见，其乐融融。

五、反馈与评价

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对于患者的疑惑或是患者在回答问题时出现的偏差，治疗师都进

行了及时的解惑和纠正；对回答积极、问题回答正确的患者进行了充分地表扬和奖励；

对回答错误的患者进行小惩罚，惩罚过程需患者乐意接受并有趣地进行。这些措施都

保证了活动的顺利进行。

六、分享

完成活动后，每位参与者分享参加这次活动的收获，有的患者说：“以前自己心情挺

压抑的，通过参加这次活动感到心情愉快，觉得这样的学习方式很好”；有的患者说:

“通

过这次活动，以后会乐观积极地对待自己 的

病情，也深刻认识到身边亲人和工作人

员对自己的付出并表示要多多珍惜”。

最后治疗师也表达了自己喜悦的心

情，并感谢大家对这次活动的支持。

七、总结

总结是强调团体活动最重要的部分，使成员正确了解并记住。本次活动产生许多讨论



和有趣的环节，使成员之间变成同一团体并彼此产生信任。让每个成员都能更好地抒

发自己的情绪，当面对困难的时候能够向身边的人寻求帮助。最后要求成员做简单的

总结，哪怕是简单的谢谢也要要求各位成员参与，工作人员对本次治疗活动进行了整

体的评价及感谢各位成员的参与。患者则用简单的言语和笑容来肯定这次的活动。

结语

本次活动虽然能有效地抒发成员的情绪和对疾病的认知，但并不能有效体现对认

知功能的有很好的疗效。由于本次团体治疗是本科室第一次开展，关于团体活动的设

计缺乏经验，导致活动设计严谨性不够。在活动进行过程中，患者在回答问题时，有

些患者可能会出现紧张和躲避等现象，对此工作人员应积极引导和鼓励互动，来提高

成员的信心。本次活动有效的改善了患者的心理问题，丰富了精神生活，增强了生活

信心，使其更好更快的融入社会生活中。团体动力学知识在这次活动中起到了探索作

用，为今后活动开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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