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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2

板块2:技术点拨——团体
工作阶段的辅导技术



一、团体工作阶段的特征

(一)团体凝聚力增强

团体凝聚力包括了团体对成员的吸引程度、归属感、包容和团结。

团体凝聚力产生于成员坦诚相待并敢于冒险的时候，因为此时成员真诚地表露他们深藏的重 

要的个人议题。这使团体成员了解到别人也和自己有同样的问题而与他人认同，团体也因此 

更有凝聚力。

凝聚力为团体提供了向前发展的动力，所以它是团体成功的前提。但是团体凝聚力不会自动 

产生，它是团体成员和团体领导者共同投入，逐步地引导而发展出团体的整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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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团体工作阶段的特征

(二)成员对团体充满信心和希望

经历了过渡期的冲突、挣扎之后，成员感受到团体对自己的接纳：不但自己对团体产生承

诺，也看到别人的真心表露、坦诚相待、互相分享、关怀和承诺，对团体有更强的信心信赖，  

相信团体会促进自己的成长，能帮助自己解决困难，心中充满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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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团体工作阶段的特征

(三)成员愿意自我表露

从参加团体开始，团体成员所表达的是较表层的公众自我，或者表达的是与团体此时此地无 

关的意见和事件，是比较安全、没有威胁性的内容。而当团体到了工作阶段，成员的自我表 

露是内在自我，即真实的自我，或者表达较冒险的和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这样的探索才是深 

刻的、有意义的。

成员不但有机会真实地认识自己，也使别人更了解自己。成员通过整合自己的自省和他人的 

反馈、协助，成为成员成长和突破的最佳方式。团体中的其他成员也同样以相同的过程学习 

成长和发展。

板块2:技术点拨——团体工作阶段的辅导技术 

第一节团体工作阶段的特点和主要任务



一 、 团体工作阶段的特征

(四)此时此地

团体在工作阶段产生的信任、接纳和同感，使成员不再担心和顾虑，他们可以说真话，把实  

际感受表达出来，把团体当下的情况与气氛不加掩饰地反映出来。这是真实的面对自己、真  

实的人际互动、自己与环境的真实共存，是真实的人生。这对成员而言具有与以前很不相同  

的意义，因为能够并且敢于忠于真实的自己，并表达出来与团体分享，这对许多成员来说， 

是很大的超越和突破。评估团体信任度和亲密感也是以团体“此时此地”程度的高低而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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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团体工作阶段的特征

(五)承诺与改变

成员已从矛盾中挣扎出来，他们不愿再防卫和掩饰自己，而是更愿意与团体在一起，与之成 

为一体，为团体和自己负责。当初进入团体时所抱有的成长和改变的希望逐渐从内心深处浮 

现出来，希望能够实现，改变的动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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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团体工作阶段的特征

(六)认知重建

在关怀、接纳和温暖的团体氛围里，成员有机会把内心的情绪表达出来。情绪宣泄虽然有治 

疗作用，但只是情感宣泄并不足以改变成员的行为，所以，成员必须面对自己的困扰和问题 

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检讨，并加以重新认识和解释，以增加对自己的客观了解以及对问题的正 

确认知，这样对行为的改变和问题的解决才有实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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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团体工作阶段的特征

(七)实验的自由

成员参加团体的目的之一是想要学习更适应、更有效的行为，使自己能够突破日常的限制或 

解决生活中面临的问题。团体在工作阶段就为学习新行为提供了合适的机会。我们在日常生 

活中的行为是僵化的、例行公事的、缺乏弹性和想象力的，因为我们不敢改变熟悉的行为方 

式，担心做不好或无法预测新行为的结果。团体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场所，在接纳、同感的理 

解和支持的氛围中，成员可以大胆地发挥创意，改变自己，练习或实践新的行为，并将学到 

的新行为应用到团体之外的实际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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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团体领导者的任务

(一)协助成员更深入地认识自己

认识自我是完善自我的前提。在和谐的接纳性的团体气氛中，成员更愿意深入地探索自己、

表露自己，团体领导者应该借此机会协助成员进行更进一步的自我探索、自我认识、自我接   

纳、自我肯定、自我改善、自我评估，使其了解到自己的问题或行为的形成原因及相互关系， 

作为自我突破、自我发展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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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团体领导者的任务

(二)鼓励成员彼此尊重给予关怀

在工作阶段，团体成员比以前更愿意表露较深层的自我，大多数人都是以真我示人，每个成  

员都表现出了自己的独特性，因此彼此相互尊重，不但能鼓励成员敢于继续自我表达，也使  

彼此能保持独特性。

当有成员表露自己的困扰或伤痛时，如果其他成员能适时地给予其关怀和支持，可以降低其  

痛苦，并使其有勇气和信心继续前行。团体领导者需要适时地鼓励成员彼此尊重、彼此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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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团体领导者的任务

(三)鼓励成员相互帮助

团体的特征之一是拥有多方面的信息和资源，所以应鼓励成员互为资源，鼓励他们分享自己 

的经验、知识和技能，彼此交流，相互帮助，因为每个人在帮助其他成员的同时，也得到了 

他人的协助。

团体领导者协助成员从团体经验中重建认知，协助成员分析、检讨自己的认知重建，改正不 

适用或不合理的信念，取而代之以合理的、健全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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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团体领导者的任务

(四)善用对质技术

在团体辅导中，可以说工作阶段之前没有真正的对质出现。对质不是敌意的攻击和惩罚，而 

是出自关心、同感与真诚的建设性挑战，需要以充分的信任为基础。

在团体互动过程中，由于团体有足够的信任度，成员能够表露真实的自我，当团体领导者和 

其他成员发现了造成该成员的困扰，即不一致、自我破坏、自我防卫或自相矛盾的行为，他 

们从爱护和协助的立场出发，同感性地与该成员对质，使该成员正确客观地了解自己，并采 

取对自己适合有效的行动改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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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团体领导者的任务

(五)协助成员把领悟转化为行为

成员通过在团体中自己的自省和别人的反馈，对自己和环境的关系有了新的了解和领悟。此 

时团体领导者应协助成员把这些领悟和认识具体化为行为，因此团体领导者可以协助成员将 

新的认识具体为行动。

每个人都不习惯改变，尤其是尝试从未有过的新行为。团体领导者应尽力鼓励成员冒险，在 

团体中尝试新行为，并在其有了新行为或期望行为时，不断予以肯定和鼓励，增强成员的信 

心和勇气，并促使其将新行为应用到团体以外的现实生活情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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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团体领导者的任务

(六)协助成员解决个人问题

解决困扰是成员参加团体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团体领导者有必要协助成员达成这个目标。  

领导者通过澄清、分析和诊断问题，协助成员建立合理目标，共同提出解决的策略和方法，  

评估策略和方法的价值，并促使成员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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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团体领导者的任务

(七)继续示范有效的行为

团体领导者需要自我开放，检查自己为成员提供的示范作用是否有作用，与成员分享自己的 

感受，继续为成员树立榜样。同时团体领导者要采取一些有效的活动方式，如推进大家熟悉 

的有兴趣的主题讨论，使团体成员参与其中，协助成员在感觉、态度、认识和行为上产生有 

益的改变，并将在团体中学习到的内容运用到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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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团体成员在工作阶段的任务

(一)全身心投入团体

工作阶段成员的相互作用比以前两个阶段要多得多，相互关系的性质也较真诚，成员也不再   

是只与团体领导者互动，而是所有人之间产生互动。此时，团体对成员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力， 

因为成员比以前更能接受团体目标、团体决议和团体规范了。

在团体中，成员发现自己不是孤立的，许多成员有类似的问题、相同的感受，他们察觉到彼   

此的相似与共同的命运而促进了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不仅是对团体领导者，也是对整个团体   

的认同。成员有了认同感，会对团体有所承诺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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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团体成员在工作阶段的任务

(二)坦诚讨论关心的主题

工作阶段的特征是成员愿意探索具有个人重要意义的内容。

在此阶段，由于对自己的接纳和确认，成员敢于表达自己，也能坦然面对他人，并且对团体 

有承诺，有改变和行动的意图，整个团体的互动变得很真诚、实在，且充满了希望和活力， 

团体本身也变得有方向、有效率。成员不再那么依赖团体领导者，自己也学会运作团体，主 

动关心别人、挑战自己，把自己愿意讨论的问题带到团体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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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团体成员在工作阶段的任务

(三)提供和接受反馈

团体辅导与个别辅导的区别之一是团体辅导的反馈是多元的。

在工作阶段，由于彼此都经历了相同的团体历程，所以对于其他人的心情、感受很容易产生   

共鸣性的了解，或是在团体中通过自己去体会别人的感受，把自己的感受更清楚地表达出来， 

既能为别人提供反馈，也能开放性地接受反馈，而且彼此之间的反馈是非常真实的，有价值   

的，具有参考作用，从而为每个成员提供了解自己的有意义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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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团体成员在工作阶段的任务

(四)承担部分领导功能

经过过渡阶段的冲突之后，成员会感到团体是安全的、相互信任的、彼此接纳的，原来站在 

团体之外的成员会逐渐进入到团体里面，并认同自己是团体的一员，甚至会抗辩外人对团体 

的批评，维护团体的权益。团体中的人际关系不再是依赖性的，也不是独立或各自为政的， 

而是相互帮助、互相依存的。这是团体效能发挥得最充分的时期。此时，团体领导者可适时 

分出领导权，由所有成员共同承担一些领导功能，共同担负团体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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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团体成员在工作阶段的任务

(五)为其他人提供挑战和支持

由于在团体中大家都很坦诚和信任地表达和互助，成员已安心地放下个人的防御与伪装，抛 

掉种种面具，开始享受一种充满了关爱、诚实和开放的深挚关系，逐渐对自己和对别人有更 

大的接纳，看到每个人虽然有不足和限制，但各有所长。由于成员彼此关心、彼此支持，建 

立起新的支持系统，成员愿意尝试用自己的方法来为他人提供帮助。 当有需要时，他们会对 

质别人、协助别人澄清和处理矛盾，积极面对自己的问题，因此往往能发生建设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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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团体成员在工作阶段的任务

(六)在团体中作出行为改变

当成员在团体中可以具体感受到彼此之间的亲密和高度的共情时，就发展出很深厚的人际关 

系：一种人与人的真实接触，一种难能可贵的“我—你”关系。随之而来的，就是个人态  

度和行为的改变。

成员会变得很体谅人，很有同感，对人接纳、温暖、诚挚且真实。他们不但积极行动，尝试 

改变自己，使个人的问题得到解决，在人际关系上也得到有益的改善。具体来说，团体成员 

开始踏上自我实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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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团体成员在工作阶段的任务

(七)在生活中实践新的技能和行为

团体是生活的实验室，成员在团体中学到的新态度、新技能、新行为需要带到生活中去实践， 

由于参加了团体辅导而让生活发生积极改变，并在团体聚会时向团体报告自己改变的实际效   

果。

同时，由于成员间的关系密切，除了在团体内彼此帮助外，也会将团体帮助延伸到团体之外， 

在生活中有交往和彼此支持。这种行动，对正在经历一种可能很痛苦的自省的成员，往往很   

有意义，对他们的改变也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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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阶段团体可能出现的问题

(一)无法忍受不一致的意见

团体凝聚力对团体发展有正反两方面的意义：正面意义是凝聚力给团体带来稳定的、满足  

的、能够有效沟通且积极参与的成员，能逐渐增加团体的影响力；而负面意义是带给团体

“一致”“顺从”的压力。当团体出现高度凝聚力时，任何与团体持不同看法的人都有可能 

不被其他成员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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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阶段团体可能出现的问题

(二)回避相互挑战

此阶段团体还容易出现的问题有团体成员可能会陶醉在熟悉关系下的舒适状态，回避相互挑 

战。即使某些成员出现一些问题行为需要被直接指出和修正，其他成员也会碍于面子而不去 

指出，使该成员失去了改善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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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阶段团体可能出现的问题

(三)不在团体外采取行动

团体是生活的实验室、浓缩的小社会，团体成员可能在团体活动中获得对自己和生活的新领 

悟，并在团体内尝试改变行为，取得明显的效果。

不过，也有些成员不能将自己在团体内学习到的有效行为迁移到日常生活中，不能在团体外 

采取行动，无法使生活因为参加了团体辅导而带来新的建设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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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阶段引导团体成员参与的技术是多种多样的，因团体目的、问题类型、对象不同而不同。

有的团体主要采取讲座、讨论、写体会、写日记等形式；有的团体采用自由讨论的形式；有  

的团体主要采用行为训练、角色扮演等方法；有的团体则采取系列练习的形式。

引导参与的技术还包括以事实为中心，避免无谓的纷争，增进团体的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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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导参与和介入技术

(一)引导参与的技术



一、引导参与和介入技术

(二)解决问题的技术

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运用思考和科学方法的过程，一般步骤如下。

(1)了解问题的存在，确认有解决的必要；

(2)分析问题的性质，直接面对问题的目标，开始搜集有关资料；

(3)分析资料，列举解决问题的可能办法；

(4)评估每个解决问题办法的可行性及预期效果；

(5)运用观察或实验来尝试解决问题；

(6)选定最合宜的可行方法去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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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最佳选择是(得分最高的项目):

第七步：我的计划是什么?

如何执行(怎么做)?

何时(什么时间)?

何地(地点)?

与何人(和谁)?

我将如何知道它是否有效?

第八步：执行我的计划(时间表)

第九步：评估：它的效果如何?

第二步：头脑风暴   

可能的解决方案

第三步：每种解决方案的利弊
第五步：

从1—5评分
利

第四步：    

权重
弊

第四步：    

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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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问题解决工作表

第一步：详细说明问题

我要解决的问题是：

我期望的结果是：



一、引导参与和介入技术

(三)及时介入技术

团体进行过程中，仍然会有一些现象需要团体领导者发现并及时介入加以引导。

(1)团体中某人为另一个成员说话；

(2)团体成员注意力集中在团体之外的人、事、物；

(3)团体成员中有人在说话的前后常先寻求他人的认同；

(4)有人提出自己因为不想伤害他人的感觉，所以就选择不说；

(5)成员中有人领悟其问题是由某些人引起的；

(6)有成员认为自己只要等待，事情就会转变；

(7)团体中有不一致的行为出现；

(8)团体变成无效率的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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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导参与和介入技术

(四)运用团体练习的技术

在团体工作阶段，团体领导者常常会选择一些有价值的团体练习，比如自我探索、价值观探 

索、相互支持、问题解决、脑力激荡等，以及练习后的交流分享来帮助团体成员成长。自 我 

探索常用的练习有“我是谁”“生命线”“自画像”“墓志铭”“生命计划”等；价值观探 

索常用的练习有“临终遗命”“火光熊熊”“生存选择”“姑娘与水手”等；相互支持常用 

的练习有“金鱼钵”“戴高帽”等；问题解决常用的练习有“秘密任务”“问题树”“突破 

困境”等。

至于团体采取什么方式互动，要根据团体目标和成员特点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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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团体辅导中的讨论技术

(一)团体讨论的功能

团体讨论：是指团体成员对一个共同问题，根据资料与经验，互相合作、深入探讨。团体讨 

论是工作阶段运用得最普遍的方法。在团体中如果成员能以坦诚的态度积极参与讨论，接纳 

成员的不同意见，与他人切磋商榷，团体就会发挥以下的助人功效。

(1)鼓励成员参与团体事务，激发成员的参与动机；

(2)引发成员对团体过程产生兴趣；

(3)帮助成员明确了解自己和他人的不同立场，学会尊重别人；

(4)帮助成员不感情用事，从多个角度思考和判断问题；

(5)培养成员积极、自觉和自主的个性，为他们提供自我表现的机会；

(6)促进成员充分沟通，使他们更进一步统整合作，增强团体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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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团体辅导中的讨论技术

(二)团体讨论的具体方法

1.圆桌式讨论

2.分组讨论

3.陪席式讨论

4.论坛式讨论

5.辩论式讨论

6.脑力激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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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团体辅导中的讨论技术

(三)团体讨论中团体领导者的作用

在团体讨论中，团体领导者的责任是营造一个友善、接纳和容忍的气氛，使团体成员能自由  

地、充分地发表各自的意见。因此，团体领导者要鼓励成员参与和倾听，并作出回应。

团体讨论的目的不在于讨论的结论，而在于讨论过程能使成员充分参与、沟通，体验到自由  

发表意见的机会，学习尊重别人意见的态度与合作的方法。

团体讨论的题目有时是计划中确定的，有时是由团体共同决定的，有时是由活动内容决定的。 

应注意的问题是，讨论的题目必须是团体成员能力范围内能够处理的，但又有一定的复杂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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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角色扮演技术及应用

(一)角色扮演的作用

(1)角色扮演可以给成员提供宣泄情感的机会。在表演的过程中，表演者的感情和意念可 

以自由地表达出来，特别是困扰他的消极情绪，从而起到宣泄的作用。

(2)角色扮演在容忍、安全的气氛下，成员通过投入演出来了解自己内心的感受，并对他 

人的行为做出反应。

(3)角色扮演可以使表演者通过活动，深入地了解真实情况和他人的感受，增加人际关系 

敏感程度。

(4)角色扮演提供了在假设不用负责的情况下尝试应付问题，甚至犯错的机会，以发现问 

题所在，学习及练习应付问题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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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角色扮演技术及应用

(二)角色扮演的程序

1.事前的沟通

2.说明情境

3.自愿选择角色

4.即兴表演

5.帮助观众作明智的观察

6.表演结束共同讨论

7.重演

8.互换角色

9.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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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色扮演技术及应用

(三)角色扮演的情境

角色扮演的情境选择可以是成员共同关心的事情，如家庭生活、学业问题、休闲时光、交友 

等。大学生团体可以选择学校的情境，角色有校长、教授、职工及学生代表，共同讨论一项 

关系到学生切身利益的问题，从而带出各方面不同的立场，反映师生沟通中的问题。

角色扮演的情境也可以是某个团体成员个人独特的问题情境，其他人协助其表演。

角色扮演要尊重成员的自发性，提供自由轻松的气氛。这样才能使成员减轻防卫心理，认清 

自己的感情，培养思考的能力，适应现实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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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团体行为训练技术及练习

(一)行为训练的原则

1.由易到难

2.提供示范

3.及时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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