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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表达性艺术治疗对于学生有宣泄和缓解的作用,一支笔+一张纸+一颗心,即是绘画治疗的必备材料。帮助学生了解内

心世界和自我真实的需求,学会运用水彩绘画表达自我情绪,了解自我情绪及个性、压力源、人际关系,从而促进心灵的成长,

不同的绘画风格,凸显出不同的内心世界。 

[关键词] 艺术治疗；绘画课程；表达性 

 

1 概念分析 

1.1绘画课程 

绘画基础课程(Basic Courses of Painting)在本文中

主要指上海工艺美术学院进校新生的绘画必修课程,如素

描、色彩、构成等,在本文中特指水彩课程。绘画基础课程

在学生的五年职业教育生涯中占2年比重,对于学生的基本

技能有着很重要的基础作用。与此同时,用水彩来表现学生

的内心情感操作简便,表达形式丰富,可行性比较高。 

1.2表达性艺术治疗 

表达性艺术治疗(Expressive Art Therapy)在本文中主

要研究绘画治疗方向。学生透过绘画的创作过程,利用非语

言工具,将混乱的心理状态和感受导入画面,将自己的潜意

识内压抑的情感和冲突呈现出来,并且在绘画的过程中得到

纾解并缓和,从而达到治疗的效果。 

2 课程起源 

中高职贯通青春期的学生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所以他

们的绘画创作能展现出独立鲜活的思想。我们在观察和分析

学生的绘画创作过程,可以使他们得到沟通、宣泄和治疗的

效果。我们的研究希望解决学生们的情绪冲突,减少他们的

焦虑和抑郁,并洞悉他们的心理问题,揭示青春期学生人际

关系系统以及整合人格。表达性艺术治疗借助水彩的创作过

程及艺术作品中富含的心理信息,促进学生们的心理成长,

给他们的生活状态带来改变。 

2.1理论意义 

2.1.1情绪缓和 

水彩绘画作为情感表达的工具,能够反映出学生们内在

的、潜意识层面的信息,是将潜意识的情感可视化。绘画中

的学生们心理防御较低,不知不觉中他们就会把内心深层次

的动机、情绪、焦虑、冲突、价值观和愿望等投射在绘画作

品中。有的学生甚至把儿时记忆中隐藏或被压抑的情感释放

出来,开始重建过去。我们在水彩绘画的过程就是一个心理

投射过程,是一个主动的、无意识的心理表现,将精神层面的

抽象情感转换成一种具体的客观产物,是心灵的释放。学生

们的水彩绘画创作过程是自发的、自控的、个体的,情绪得

以缓和的过程。 

2.1.2过程愉悦 

用水彩绘画的方式来进行心理活动是以艺术活动为媒

介,以心理理论和艺术理论为理论基础的一种尝试。我们会

通过教师、学生和艺术作品三者相互关系发挥作用达到缓和

情绪冲突、解决行为问题、统合人格等心理治疗目标。其中

会用到精神分析取向艺术疗法、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取向艺

术疗法、格式塔理论取向艺术疗法、人本主义取向艺术疗法

和心理教育取向艺术疗法等心理治疗的方式方法。 

各种理论知识是从不同角度对心理现象进行叙述,然而

理论模型都不是一定的,表达性艺术治疗的终极目的是美育,

我们可以融合各种美育方法进行。 

2.2实际意义 

2.2.1突破界定 

表达性艺术治疗绘画方向可以突破年龄、语言、认知范

围和艺术技能的界定,特别对于个别不善言谈或不愿意交流

的学生有独特的优势。 

2.2.2保障安全 

表达性艺术治疗绘画方向给学生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全、

自由的氛围,会帮助学生降低自己的内心防御,呈现出更真

实的自己。同时让他们把自己的内心情感和意念表现在具体

的画面作品上,帮助认知情感和意念的存在,从而加快学生

心理自我整合的过程。有利于良好的治疗和了解的师生关系,

帮助教师获取尽可能多的真实信息,便于后续治疗。 

2.2.3跨越时空 

很多学生能将所表达的思想和情绪关联到一件件以前、

现在或将来的具体时间上,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下的思考甚至

有时内心矛盾的情感可以在同一绘画作品中进行表达。 

2.2.4操作便捷 

在工艺美院的日常教学中,绘画课程是每天必备的内容,

而绘画基础课程更是新进学生的必修课,每个单元6周,每周

16课时,共96课时。表达性艺术治疗对于学生而言不会有额

外的压力,趣味性强,操作便捷。 

3 研究方法 

3.1研究者和研究对象 

我们在具体操作的时候,教师可以绕过学生敏感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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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卫,不必触及他们潜意识的危险地带。水彩绘画艺术作品

可以评估学生情绪状态的发展,表达性艺术治疗的过程中学

生能够直接体验到心理能量的改变,同时也可以释放创造的

潜能。学生试图描绘自己某一个感受,常常发现无法用语言

来表达,而他们内心的阴暗面更容易通过艺术绘画作品来表

达,因为艺术的呈现方式是通过符号来表达的,其中的信息

和价值是中立的。所以在水彩创作的过程中,学生可以自由

地表达内心的愿望和问题。整个创作的过程能够将学生内在

的客观关系、防御、发展等问题反映出来。水彩绘画课程能

在画面上创造出一个特殊的空间,就像一座桥梁,链接主观

世界和客观世界。完成作品后,学生会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

欣赏自己的作品,用现象学的观点直观感受自己的作品,能

够更深层的感知绘画作品的成分和之间的互动,揭示出艺术

作品中包括不同层次的含义,很多时候是他们也无法预知的

结果。在课程中,我们会采取个体和团体绘画两种形式,并综

合运用多种艺术治疗手段。不同与高中美术课程只在每周有

常规一节课,且上课内容形式较为单一,很难达到预期的效

果,艺术类职业院校为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有利条件。 

3.2研究工具 

水彩绘画的方式通过线条、色彩、构图、人物景物等

关系来展现内心,解释内在缘由。水彩的表现手法融合了符

号化、置换、识别、整合等多种心理机制。通过创作水彩

绘画作品和对绘画作品及其创作过程进行思考,个体可以

增加对自我与他人的认知,学会应对各种症状、压力和创作

经历,提升认知能力,享受绘画创作带来的积极向上生活态

度的乐趣。 

3.3研究设计 

3.3.1准备和设计 

前期调研：我们每年对新生入学都会进行心理健康普测,

运用心理健康测查表(PHI)测试作为健康检查筛选测评系统,

卡特尔16项人格因素评定量表(16PF)作为新生心理建档的

主要模型,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作为复测量表。并得到

新生的心理健康团体综合分析报告。翻看近三年的中高职新

生心理健康分析报告,我们不难发现每年由PHI筛查出的学

生占比每年都在递增,提示学校需要加强学生的心理卫生健

康教育工作。有系统地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预防学生心理

危机的发生。 

3.3.2活动实施 

在表达性艺术治疗水彩绘画课程的实施中,我们采用具

体案例进行教学,共分为9个主题：1.曼陀罗、2.扑克牌、3.

教室一角、4.情绪管理、5.绘画接力、6.家、7.镜中自我、

8.讨论、9.改变治愈。我们在9个主题的安排上有循序渐进,

打开内心并收拢愈合,并希望他们能对每一幅画面进行描述

和总结。 

4 结论与建议 

我们在教书育人的时候仅仅依靠语言还不能达到最佳

效果,特别对于当下内心脆弱的学生们,这种时候需要借助

表达性艺术治疗的手段,这样能让学生得到放松和缓解压

力。表达性艺术治疗是一门结合了绘画艺术创作与心理治疗

的新学科,也是一种逐渐成熟的心理治疗方式。水彩绘画可

以作为心理投射的技术,是一种类似自由意志物在个体的意

识层中的反映,是一个主动的、无意识的表现活动。而从医

学方面解释,人的大脑左半球负责理解、记忆、时间、语言

等思维方式,大脑右半球负责空间形象记忆、直觉、情感、

美术、音乐等思维方式。如果右半球功能亢奋活跃,情感活

动异常有负能量产出,就会损害学生的情绪机能。所以用同

属于右半球的绘画艺术可以改善过渡活跃,使之达到相对平

衡,也是十分科学有效的。 

通过七个主题的绘画联系,我们希望通过表达性艺术治

疗短暂的课程帮助学生：能提升学生的自我概念；能培养对

家庭、学校和社会的环境适应能力；能培养独立思考和创作

能力；能由浅入深系统化的规划,并针对学生的需要,做适度

的调整,；重视分享的经历；提供真诚而具体的回馈。通过

水彩创作的过程,缓和情感的冲突,提高学生对事物的洞察

能力,达到情绪净化的效果。把艺术作品对应心理状态进行

分析,对作品产生一些联想有助于个体维持个人内在和外在

经验的和谐,使人格重整,更有助于学生表达情绪、面对问

题、建立自我价值观,从而发展出适合社会行为的社会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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