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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个人实习报告(模板5篇)

在经济发展迅速的今天，报告不再是罕见的东西，报告中提
到的所有信息应该是准确无误的。报告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
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报告。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最新
报告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心理咨询师个人业绩报告篇一

由于各种原因，自己在修习中很重视理论取向的学习，缺少
实务技能的扎实训练。在1879项目的学习过程中，我发现了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实务技能学习和督导环节也做了大量
功课。

总结起来，我发现自己在三个主要问题上需要进一步加强：
一是同理，自己只在初级同理上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实践，高
级同理不足。二是询问，自己对询问有一定偏见，甚至有一
些抵触。三是面质，我只是将面质看成是一种“硬”的技术，
缺少对温和面质的探索。

为此，在提交的案例中，我也关注了这方面的问题，并与督
导老师进行有益的讨论。

在此基础上，我全面梳理了实务技能的学习收获，编写了关
于实务技能的讲义，准备对当地学员开展实务技能培训。在
编写讲义过程中，我对以上三个技术进行了大量的学习和再
思考，借助督导，基本上纠正了自己过去的一些偏见，在个
案咨询中也有了很大的改进。

心理咨询师个人业绩报告篇二

心理咨询中，咨询关系的建设是我很重视的问题。但在接受



督导过程中，我有了更深的认识，尤其是在来访者的移情面
前，应该如何真诚、尊重地对待来访者，让来访者看到一
种“她没有感受过，但又是安全和温暖的关系”，进而将这
种关系迁移到自己的生活中，产生新的体验。这也是人际历
程治疗模式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接受督导过程中，曾老师不断地关注这个问题，不断地通
过讨论让我加深这种体验，让我更清晰地意识到关系对于咨
询效果的作用。这种关注和讨论一直在提示我，也强化了我
的意识，在案例中更注意对咨询关系的觉察。

我意识到，咨询关系不是一种技能，而是咨询师的人格和态
度，它高于技能，超越技能，是咨询历程深入和深刻的重要
保证。

在个案中，我逐渐做到了与来访者坦率地交流咨询关系，讨
论咨询关系中出现的困扰，通过这种讨论与来访者的问题和
目标相联接。当咨询关系出现问题时，我自己能面对，能真
诚地表达自己的感觉，这让来访者也变得更真诚和更积极。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咨询关系中出现的困扰，反倒成
了促进咨询进程的机会。也成为咨询师个人成长的机会，它
促使我们放下防御，体验关系，直面问题，促进变化。

心理咨询师个人业绩报告篇三

我的督导老师是曾文志老师。建立督导关系后，他一心为学
员利益着想。在了解了我的工作情况后，提出可否创造条件
进行面对面的督导，提高督导效果。在后来的督导中，我们
创造机会完成了两次面对面督导。

这种为学员利益着想的精神本身，就是专业人员敬业精神的
体现，督导老师在用自己的行动为我们上“职业伦理课”。



在督导中，曾老师针对督导中的实际问题，为我推荐了几本
著作和专题资料，以帮助我拓展咨询能力，这种热情其实是
一种人格力量，让学员感觉温暖。

针对咨询中存在的问题，曾老师总是会看到学员的优点和进
步，保护学员的信心。同时，会以讨论、启发的方式与学员
一起分析和反思，引导学员得出结论，并将这种进步归功于
学员，让学员感觉到力量。

督导老师的人格本身就是一种力量，良好的督导关系更是一
种力量。

心理咨询师个人业绩报告篇四

第一次接受督导时，曾文志老师没有从提交的案例直接进入
讨论，而是聚集于我的人性观、咨询观、对来访者改变机制
的理解，等三个主题来进行讨论。这种讨论让我第一次专注
于审视自己，审视这么多年来开展心理咨询工作中，一些重
大而基础性的问题。

我在讨论中也发现了自己有两类问题：一，有些问题的回答
是模糊的，如我的咨询观。二，有些问题的思考可能是片面
的，如一个人的改变机制。而这些问题的存在，则影响着我
心理咨询的深度和方向。

由此，我在接受督导中，开始审视这些重大问题对于个案的
影响。这些影响集中在以下具体问题上：“要聚焦于来访者
的感觉”、“要专注于来访者的情感流动”、“要让来访者
感觉到自己，而不只是咨询师发现来访者”。

第一次督导结束后，曾老师针对讨论主题，向我推荐了有关
脑神经可塑性研究的专题文章。我进行了深入的阅读和思考，
这次阅读和思考让我有如下收获：



1)人际历程治疗为什么首先关注人的情感和情绪?那是因为早
年的经历是以情绪方式进行储存的，而心理咨询中对情绪的
不断活化，会使来访者将早期的情绪在当前情境下，以语言
的方式进行描述，从而产生领悟。

2)对于来访者的概念化，不仅要进行认知和行为模式的概念
化，还要对来访者的情绪和情感模式进行概念化。这样才能
将来访者的历史与现在联结起来，促进来访者的改变。

3)心理咨询促进来访者的改变有很多维度，其中“帮助来访
者厘清问题，看清问题的本来面目”也是一种改变。

心理咨询师个人业绩报告篇五

在来访者(女，17岁)的叙述中，其主题是人际交往，而人际
交往又集中在与异性大龄男人的交往上。在交往中，来访者
是主动的，但又不会与他们发生性关系，仅限于身体的接
触(亲吻、抚摸)。

在考察来访者的家庭教养模式时，我们看到了家庭对来访者
的控制和冷漠。在对来访者的概念化过程中，我原来只是从
认知模式上进行建构(我是不可爱的)。经过和督导老师讨论，
结合人际历程治疗模式，我又对来访者的情感模式(羞耻感)
和来访者的行为模式(距离=安全)等方面完善了对来访者的认
识。

也就是在这种不断的全方位概念化的基础上，我开始理解来
访者对性的态度、对咨询关系的移情等矛盾。在督导老师的
建议下，我和来访者探索了一些重大的话题，如“我到底是
谁?”、“我喜欢自己的，不喜欢自己的”，促进了来访者的
自我觉察。

另外，基于概念化的不断深入，我也意识到认知行为介入虽
然必要，但要注意把握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