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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1902-1987）是美国心理治疗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创建者之一，非指导式咨询

（受辅者中心疗法）的创始人。他出生于伊利诺斯州芝加哥郊区。他先入威斯康星大学学农，后为了从事基督教研究

和牧师职业而专攻历史。1922年他曾以代表身份赴北京参加国际基督教联盟大会。1924年于威斯康星大学毕业后，

他又进入了当时比较自由的纽约市联合神学院。在那里，他开始接触临床工作，很快发现咨询比宗教工作更符合他的

志趣，于是又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专攻临床与教育心理学。1931年获博士学位。后又到罗彻斯特担任社区辅导诊疗工

作。1938年任罗彻斯特儿童指导中心主任。1940年任俄亥俄州大学心理学教授。1944-1945年任美国应用心理学

会主席。1945年任芝加哥大学心理学教授，并创建心理咨询中心。1946-1947年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1956年获

美国心理学会杰出科学贡献奖，1957年他又返回威斯康星大学任教，形成了受辅者中心治疗的整个理论体系。1962

年至1963年任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研究员。1964年转加利福尼亚州西部行为科学研究所任常务研究

员。1968年另建关于人的研究中心，并任常务研究员。1972年又获美国心理学会杰出专业贡献奖。  

   罗杰斯的心理治疗观点 

    罗杰斯的突出贡献在于创立了一种人本主义心理治疗体系，其流行程度仅次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罗杰斯认为

每个人都生而有之地具有自我实现的趋向，当由社会价值观念内化而成的价值观与原来的自我有冲突时便引起焦虑，

为了对付焦虑，人们不得不采取心理防御，这样就限制了个人对其思想和感情的自由表达，削弱了自我实现的能力，

从而使人的心理发育处于不完善的状态。而罗杰斯创立的受辅者中心疗法的根本原则就是人为地创造一种绝对的无条

件的积极尊重气氛，使受辅者能在这种理想气氛下，修复其被歪曲与受损伤的自我实现潜力，重新走上自我实现、自

我完善的心理康庄大道。 

罗杰斯坚持以个体心理为中心的研究，以心理治疗的经验论证了人的内在建设性倾向。他认为心理治疗的实质就是

重建个体在自我概念和经验间的协调，就是与来访者共同创建一种安全和自由的治疗关系，使来访者在这种关系中积

极地接纳自己，成为他的真实自我。 

罗杰斯认为心理咨询师应该持有这样一种态度：如果能够提供某种类型的人际关系，那么对方就会在他身上发现运

用这种关系来促进成长的能力，同时也就会产生个人的变化和发展。罗杰斯将这种人际关系称为助益性的人际关系，

并提出助益性人际关系的三个特征：（1）彼此间真诚透明（2）相互接纳（3）深入的理解与共情。只要治疗师具备

这三个条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被当事人所准确感知，“治疗的时刻”就会出现。 

在罗杰斯看来，来访者在心理治疗中会经历五个阶段的变化：（1）来访者的自我变得较为开放（2）来访者的自

我变得较为协调（3）来访者更加信任自己（4）来访者变得更适应了（5）来访者愿意使其生命过程成为一个变化的

过程。 

罗杰斯还将心理治疗的经验推广应用于教育、人际交流、家庭生活和创造过程等领域，产生深远影响。 

罗杰斯的教学观 

关注促进学习而不是教学功能的教师，在组织安排自己的时间、精力方面，相当不同于传统的教师所采用的方

式。学习促进者不是把大量时间放在组织教案和讲解上，而是放在为学生提供学习所需要的各种资源上，把精力集中

在简化学生在利用资源时必需经历的实际步骤上。 

1.提出了意义学习的学习观。罗杰斯把学习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意义音节学习，一类是意义学习。 他认为对学习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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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价值的则是意义学习。他认为意义学习应具有以下要素：(1)学习具有个人参与的性质;(2)学习是自我发起的;(3)

学习是渗透性的;(4)学习是由学生自我评价的。 

2.人类生来就有学习的潜能，教育应以学习者为中心，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在能力。教师应由衷地信任学生能够发展自

己的潜在能力，教育的目标应当以学习者为中心，充分发挥每个学生的潜在能力，使他们能够愉快、创造性地学习和

工作。 

3.教师是学生最重要的资源，要为学生提供知识、技术和理论方面的资源，而不是把它们强加于学生。同时，教师应

按照学生的本来面目接纳和理解学生。教师的任务在于创造一种能促进有意义学习得以发生的课堂气氛，使学生在教

学情景中感到自信、轻松和安全，这是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的前提。 

4.构建真实的问题情境，提倡从做中学，让学生直接体验到社会问题、伦理和哲学问题、个人问题并最终解决这些问

题，激发学生学习动机，鼓励学生自由探索。 

5.强调学习过程中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 

6.认为学习过程应是学生获得相应学习方法、促进其健全人格形成的过程，反对把学习过程简单地理解为学生获得某

一知识的过程。并提出了“同伴教学”、“分组学习”、“交朋友小组”和“探究训练” 等促进自由学习的方法 

罗杰斯对行为科学的态度 

在罗杰斯看来，科学本身永远无法脱离个人价值的选择而独立存在，但个人价值的实现又要依靠科学；个体选择

的目标，必然始终存在于作为实施工具的科学之外。这意味着，具有主观选择能力的人能够而且将始终独立于他的任

何一种科学追求，能够而且始终先于他的任何一种科学工作而存在。 

主要著作： 

《咨询与心理治疗》（1942）、《受辅者中心治疗》（1951）、《论人的成长》（1961）、《学习的自由》

（1969）、《罗杰斯论交朋友小组》（1970）、《罗杰斯论个人权力》（1977）、《一种存在的方式》（1980）

和《20世纪80年代的学习自由》（1983）等。 

人物名言 

生命的过程就是做自己，成为自己的过程。             —— 卡尔·罗杰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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