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辅导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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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资料 

小圆是一名小学一年级学生，父 

亲是一名艺术家，父母生她时年纪比 

较大了，所以对她呵护有加。小圆生 

性敏感 ，自尊心很强。最近家长来 

访，诉说孩子上课老想上厕所，等去 

厕所时又尿不出，尤其是语文课更明 

显。尿过一次裤子，母亲很紧张，带 

着孩子看过多家医院，一直在吃药， 

但症状未见轻。 

来访者自述 

通过和小圆交谈，知道小圆上学 

早晨起床不用父母叫，能 自动醒来叫 

父母。最喜欢班主任 (数学老师 )， 

数学作业得小红花多。李老师教语 

文，是一班的班主任，小圆认为李老 

师是一班的老师，不是她的老师，还 

用双手环抱了一个比较小的圆圈， 形 

容李老师有一点儿 “凶” ，又用一个 

比较大的圆圈形容英语老师有这么 

“大”的凶。当问到 “最近英语和语 

文老师批评过你吗?”她说语文老师 

有两次批评了她，一次是因为上课下 

座位，一次是听讲不认真。“老师是怎 

样说的?”“小圆，你快坐好了听讲。” 

“小圆 ，你想什么呢?赶紧听老师 

讲。”她认为李老师批评的语气不太 

凶。从小圆提供给我的作业本来看 ， 

英语作业有两次因抄写错误没有得到 

“笑脸”印章，其他的作业都有红红 

的笑脸印章；批语文作业时老师只有 

红色的对钩和 日期，没有别的标记。 

小圆还说英语老师规定积累了五朵小 

花奖一支铅笔，十支铅笔可以奖一个 

自己喜欢的玩具。上次家长会上还被 

英语老师选作榜样，给全班家长表演 

运用英语拼读法拼读新单词。从小圆 

将近一学期的家长联系本上的记录来 

看，课堂纪律、站队、做操等方面她 

得到小花的数量不少。 

小圆说上次尿裤子是在语文课快 

下课时，以后上语文课怕再尿裤子就 

总想上厕所 

的女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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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想去上厕所，节节课问基本上都要 

去，后来别的课也想去，老师同意后 

到厕所又没有尿。回家跟妈妈说后， 

妈妈马上带着她去看医生，还让小圆 

把每天上了多少次厕所记下来，放学 

时告诉妈妈。我问她：“你觉得你病了 

吗?”“医生说我病了，妈妈说我是心理 

作用。”“那你自己认为呢?”“病了。” 

原因分析 

幼儿的大脑皮层发育尚未完善 ， 

对脊髓初级排尿中枢的抑制功能比较 

差 ，而且这一功能发育完善前最脆 

弱、最易受损，这是幼儿容易患本病 

的内在原因，而且常常会因变换环境 

(如新入托儿所、幼儿园、上学等 )、 

突然离开父母 、害怕等原因引起的紧 

张或焦虑所诱发。通过和小圆本人 、 

她母亲、班主任、英语老师、语文老 

师的交流情况来看，小圆属于神经性 

尿频，也基本上了解了诱发的原因。 

首先 J、圆的性格特点使得她将 

老师对她的批评、提醒过于夸大了。 

小圆本身是 一个 自尊心很强 、很 

敏感的孩子。母亲告诉她：“上小学 了 

就是大孩子 了，以后早晨要 自己起 

床。”她开学没几天就做到了；老师 

希望她得N／I*,红花或表扬，她就尽最 

大努力去获得。但她毕竟只是一个孩 

子，有时候不能 自律， 这时老师的一 

个小小提醒或批评在敏感的她看来是 

很严重的，以至于想在课堂上表现得 

更好 ，这样反而导致上语文课更紧 

张。从尿裤子的时间上看正好在语文 

老师批评后的第二天，她怕老师会对 

她有不好的看法，害怕再出现尿裤子 

的情况，这样上课就更紧张、更不能 

专心了，逐渐地 ，这种情况蔓延到别 

的课上，以致于出现神经性尿频。 

其次，小圆母亲知道情况后过分 

紧张的心情，加重了小圆的病情。 

小圆第一次尿裤子后，妈妈没有 

向孩子了解原因，而是让家里的保姆 

帮着换完裤子就完了，在孩子最需要 

心理安慰的时候没有及时给予孩子安 

慰、开导。后来，小圆发展到别的学 

科也出现这种情况 ，回家告诉妈妈 

后，妈妈没有及时与老师沟通，而是 

直接前往医院，在一系列常规检查结 

果显示均正常的情况下，医生给出了 

“神经性尿频”的结论。回家后 ，妈 

妈又要求小圆每天记录 自己白天在学 

校上了多少次厕所，这无疑是在提醒 

孩子~,-JN注意 自己是否有便意，反而 

强化了孩子尿频的意识。 

再次，老师没有及时发现小圆的 

变化 。 

从小圆第一次尿裤子发展到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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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老上厕所，或是坐立不安时，老师 

没有及时发现 ，没能给与及时的帮 

助，这使小圆的病情持续了一段时间。 

辅导过程 

1．建立信任，消除紧张情绪，正 

确对待老师的提醒、批评 

小 圆来访 时是跟 妈妈 一起 来 的 ， 

我让家长回避了。由于提前与家长沟 

通过了，所以我一见面就夸她能早晨 

自己起床这件事：“你真棒!能这么好 

地控制 自己的睡眠，老IJilT．Tll现在都做 

不到，每天都要靠闹钟叫醒呢!你能 

不能告诉老师你怎么做到的?” “这还 

不简单 ，我想醒就醒了。”有了这样 

的开场 白，小圆很容易就接受我了， 

后来我再问她问题时，她都很配合地 

回答了。 

听她述说完发病前后的事情后 ， 

我明确地告诉小圆：她是健康的!好 

多小同学上课的时候都有过尿裤子的 

经历，我还告诉她我的女儿一年级时 

也尿过裤子，她们班上有一个同学昨 

天还把大便拉在裤子里了，班主任也 

没有说他 ，而是帮着把裤子给洗 了 

(小圆听后吐吐舌头笑了 )。我还告诉 

她如果课间小便过了，上课还想小便 

的话就先憋着不去， “只要你想做你 

就能做到。争取每节课多回答几次老 

师的提问，每节课记录一下 自己回答 

了几次老师的提问。” 

鉴于小圆很敏感，我告诉她 ，学 

生上课听讲不认真时老师是应该提醒 

的，除了提醒她，老师也应该提醒别 

的同学，有的同学提醒的次数比她多很 

多次，这不是说李老师就不喜欢她了。 

2．缓减家长的紧张情绪，消除负 

面影响 

家长对小圆的病情过于紧张的情 

绪和行为表现，加重了小圆的心理负 

担 ，让小圆觉得 自己得 了很严重的 

病，而且家长听了小圆的一面之词 ， 

以为老师对她的孩子有了偏见、对她 

的孩子很 凶。家长的言行影响了小 

圆，使还没有较强是非观念的小圆也 

以为老师不喜欢她了，因此对语文老 

师有了戒备心理． 为此．我单独约见 

了小网的家长，把我从小圆的几位老 

9iliTJllJL听到的对小圆的评价、小圆在 

班里的优秀表现 、不足等告诉了家 

长 ，消除了家长对老师的偏见。同时 

对家长提出要求 ，希望她关注小圆两 

次排尿间隙的时间，而不是每天尿了 

多少次，鼓励孩子尽可能延长两次排 

尿之问的时间，如果课间尿过了就不要 

再给孩子灌输 “上课想去就去”的思 

想；如孩子有进步了，家长一定要配合 

给予适当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奖励。 

3．提 醒老 师 芗 关注 、鼓励 小 圆 ， 

建立信任关系 

由于小圆的尿频症状在语文课上 

最明显，与语文老师关系最密切，于 

是我找~lJjl,,圆的语文老师 ，跟她交流 

了小圆的病情。她回忆了小圆在语文 

课上的表现后恍然大悟：“噢，我说最 

近她在我的课上老坐立不安的，还请 

假去上过好多次厕所。唉，我太大意 

_『，还以为是她课间贪玩忘了上厕所 

呢!看来我得赶紧找她!ip!i9，告诉她 

老师是喜欢她的，我会尽快让她在我 

的课上恢复自信，让她信任我!” 

事后了解到，李老师主动找小圆 

谈 了话 ，还根据我的建议在小圆的作 

业本上给出小红花，以鼓励、表扬她 

当天听课状态好。 

4．跟踪辅导，鼓励小圆战胜自己 

几天后，我分别找小圆的各科老 

师交流了小圆最近的表现，老师们都 

说她现在上课不再去厕所了，但每节 

课课间还会见她往厕所跑。于是，我 

找到小圆，对她这几天的进步给予充 

分的肯定，并再次鼓励她：“你看，只 

要小圆想做的事肯定能做到，你肯定 

能像原来那样 ，课问高高兴兴地玩 ， 

该上厕所就去上；实在忘了，上课跟 

老师请假也没事，对吗?” 

效果与反思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调试，小圆的 

尿频症状很快减轻了，基本上恢复到 

以前的正常状态了，家长十分满意。 

那天在走廊里碰见了小圆，她高兴地 

对我说：“老师，我好了!” 

通过对小圆的治疗发现，打破精 

神交互作用是治疗神经症不可缺少的 

环节。“神经质患者的精神冲突，往往 

停留在主观世界之中。”他们对引起 

自己恐惧不安的症状想了又想，整日 

忧心忡忡，对现实生活采取一种逃避 

或敷衍的态度。在治疗中，我指导患 

儿先把注意力集中在学习上 ，以打破 

精神交互作用 ，最终消除了症状。因 

此 ，摆脱神经症患儿的苦恼 ，首先要 

引导孩子正视它，而不是回避它，并 

且无论如何要把注意力及精力投向自 

己生活中有趣的事情。森田疗法的代 

表人物高 良武久指出： “我们的行动 

会造就我们的性格，” “在顺应自然的 

态度指导下的为所当为，有助于陶冶 

神经质性格。” 

从这次小圆患病的前后及辅导治 

疗的过程来看 ，对此类患儿进行辅导 

时应注意：要理解 ，不可不让他们小 

便 ；多加安慰 ，使患儿注意力集中到 

别的活动上去，鼓励其参加一些轻松 

愉快的游戏，上课要避免精神过度紧 

张 ；同时，要争取家长和老师的配 

合 ，当孩子有一些进步时，要及时给 

予鼓励，帮助其树立信心。这将使患 

儿的症状得以减轻 ，有的会在几天后 

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 

点 评 

1．通过细致观察，发现学生的尿 

频属于心理问题，并采取 了比较恰当 

的干预措施。 

2．辅导过程中与家长和其他老师沟 

通比较好，便于了解学生真正的病因。 

3．辅导过程中对待孩子有耐心， 

反复鼓励，有利于治疗的顺利进行。 

4．本辅导是一次个案辅导，在普 

遍指导上还缺少其他案例的配合。 

点评者：吴瑞华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 

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继续 

教育中心副主任兼职业技能培训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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