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项目: 该课题属中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创新基金资助

( 编号: 2011ssxt175) 。
通讯作者: 陈晋东

作者简介: 严虎，男，28 岁，湖南华容人，医学硕士，助教，研究

方向: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心理治疗。邮箱: yanhu150@ 163．
com。

【综 述】

绘画艺术疗法在心理治疗中的疗效及应用现状

严 虎，陈晋东
(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11)

【摘要】 目的: 从理论研究，作用机理，疗效及应用现状对绘画艺术疗法这一技术做基本的介绍和探讨。方法: 应用计算机在线检索

PubMed 与 ScienceDirect 及 EBBSCO 数据库 2000 － 01 /2010 － 11 期间国外关于艺术疗法 /绘画疗法方面的文献，检索词为“Art Therapy”，限定语

言种类为 English; 另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2000 /2010 的论文，检索词为“绘画治疗 /疗法，艺术治疗 /疗法”，限定语言种类为中文; 查阅了

2000 年来的中英文的相关著作; 又在 Google 等引擎搜索相关资料作为补充。对资料进行初审，选择文献并阅读全文。纳入标准: 涉及绘画疗

法或艺术疗法。排除标准: 英文原文无全文或与本文无关的论文。共收集到相关文献 83 篇，按上述标准纳入 30 篇，其余为重复或无关文献被

排除。结果: 绘画艺术疗法作为一种独特的心理治疗手段，在促进患者情绪和认知功能恢复、社交功能、精神症状和躯体症状的改善等方面均

有着独特的疗效，其运用范围十分广泛。结论: 绘画艺术疗法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心理治疗方法，疗效独特，而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其应用

前景将得到不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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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Drawings Art Therapy and Its Application
Situation in the Psychotherapy

YAN Hu，CHEN Jin － dong
( Mental Health Institute，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Central South University，Hunan 41000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troduce and explore the drawing art therapy based on its theoretical research，mechanism，therapeu-
tic effect and application situation． Methods: The computer － based online searches of PubMed，ScienceDirect and EBBSCO database
were undertaken for literature about art therapy at home and abroad published in English between January 2000 and November 2010
with the key words of " Art Therapy" ． China Journal Full － text Database ( CJFD) was also searched for the articles between 2000 and
2010 with the key words of " art /arts therapy，drawing therapy" in Chinese． Meanwhile，the author searched the books on drawing art
therapy since 2000 both in Chinese and English． At last，certain data were taken from Google as complementarity． The data were se-
lected firstly and the full texts were searched． Inclusive criteria: articles about art therapy or drawing therapy． Exclusive criteria: Eng-
lish original text without the full text and the articles irrelevant to this manuscript． A total of 83 literatures were collected． 30 of them
met the inclusive criteria，and the rest that were repetitive research or irrelevant literatures were excluded． Results: As a unique tech-
nology，drawing art therapy improves patients ＇ emotion function，cognition functions，social abilities，mental symptoms and somatic
symptoms，and has been widespread used． Conclusions: Drawing art therapy is one of the very effective technologies in psychothera-
pies． As the advancing of research，application prospect of drawing art therapy will be continuously developed．
【Key words】Drawings art therapy; Psychotherapy; Therapeutic effec; Application situation

由于绘画艺术疗法与传统的心理治疗相比，具有不受语

言、年龄、地点环境、认知能力及疾病限制，患者易接受、阻抗

小，治疗实施操作简单等独特优势，正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心

理治疗。目前，绘画艺术疗法已经在欧美地区得到了广泛的

运用，成为了主要心理治疗技术之一。本文将从理论研究、
作用机理，疗效及应用现状对这一技术做基本介绍和探讨。
1 绘画艺术心理治疗的理论研究

绘画艺术疗法理论研究主要以心理投射理论、人类大脑

半球分工功能理论为主要理论基础。心理投射技术是用非

语言的象征性工具对自我潜意识的表达，是一种类似自由意

志物在意识中的反映。绘画艺术疗法是一种心理投射技术，

与经典的罗夏墨迹测试和主题统觉测试同是有效、科学的心

理测验及心理咨询和治疗的工具。Sperry 的裂脑实验认为大

脑左半球主要处理与语言性相关的活动，而右半球则处理非

语言性的视觉图像的感知和分析、艺术能力以及情绪反应

等，所以绘画艺术疗法对处理同属右半球控制的情感等问题

有很明显的疗效。
2 绘画艺术心理治疗的作用机理

国内外关于绘画艺术疗法的作用机理主要采用绘画艺

术治疗大师 Robin 的论述，他认为人类的思维和心理活动大

多是呈视觉性，而绘画艺术疗法正是运用可视图画去呈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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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者的内心世界，通过来访者对可视图画的表达和思考，从

而达到认识和解决问题的目的; 其二，人类大多情绪体验是

言语所无法描述的，包括记忆等，但这些却通过图像存储在

我们的大脑中，这种图像很难被言语所提取，即难以通过语

言来达到治疗的目的，而绘画艺术疗法可将这些无意识释放

和表达出来，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 其三，绘画本身是一种符

号，其价值也是中立的，来访者运用这一工具能较为安全、顺
畅的表达自己的内心冲突、情感、愿望等，特别是那些不被自

身、他人或社会所接纳的部分，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 其四，

在绘画艺术疗法中，艺术创作和心理治疗是平行的，在心理

治疗的过程中，通过艺术创作，那些破坏性的力量将得以升

华，进而转为建设性的力量来帮助来访者。
3 绘画艺术疗法的疗效及应用现状

3． 1 情绪功能的恢复 国内外研究表明绘画艺术疗法在处

理情绪问题方面有着突出作用，特别在焦虑和抑郁方面。
Forzoni［1］等对 157 名处于化疗期间的患者进行绘画艺术心

理干预，发现绘画有利于放松焦虑的情绪、改善心情、表达真

实的自我情感和找到新的人生意义。同样，Thyme［2］等发现

绘画艺术疗法能显著减低乳腺癌患者在术后放射治疗期间

的抑郁焦虑症状，也有利于躯体症状的改善。Gussak［3］在对

佛罗里达州北部的一个监狱进行研究表明，绘画心理疗法能

显著减轻服刑者的抑郁症状。对于那些低生育力的女性，绘

画艺术干预也能减轻患者因怀孕失败造成的应激和焦虑［4］。
在国内，绘画艺术疗法主要用于学生心理咨询。潘润德［5］在

心理咨询门诊中对有情绪障碍的中学生进行绘画艺术心理

治疗，发现绘画能更好地了解中学生情感冲突的原因，从而

有利于心理治疗。康凯等［6］在汶川地震一年后对灾区某中

学三个年级的学生进行绘画艺术心理治疗，结果表明自由绘

画能有效地促进他们释放情绪，提升自我，获得积极效应。
在对大学生抑郁症状影响的实验研究中，西南大学的汤万

杰［7］发现绘画艺术心理治疗能有效地缓解大学生抑郁状态。
因此，绘画艺术疗法能够有效地处理患者情绪问题，促进情

绪功能的恢复。
3． 2 社交功能的改善 绘画艺术疗法可以促进社交功能的

改善，国外学者 Kanareff［8］在一次对 4 名孤独症儿童进行共

38 期两周一次的团体绘画艺术干预的研究中发现，绘画能有

效提高其社交技能。对于患有脑瘫的儿童，绘画艺术干预也

能显著提高患儿的语言可懂度，有效改善其社交能力［9］。而

Gerding［10］则通过绘画艺术疗法来帮助退伍军人，发现绘画

能增加其沟通和社交能力，达到缓解压力和减少创伤后症

状。宁波大学的刘中华［11］在对留守儿童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的过程中，发现绘画艺术干预能改善留守儿童的人际关系，

有利于其社交功能提升。同样，大学生在集体绘画过程中也

能不断地学习介绍自己，了解别人，从而培养其人际交往的

能力［12］。在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研究中，孟沛欣等［13］发现

绘画艺术心理干预有助于恢复患者的社交功能，但魏方艳

等［14］却发现绘画艺术疗法对该类患者的社交功能改善并不

明显，这可能与其短期干预有关( 魏方艳等研究的绘画艺术

疗法干预次数平均仅为 2． 66 次，而孟沛欣等研究的却达 30
次) 。因此，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交功能可能需要较长

时间的绘画治疗干预。
3． 3 自我概念的提升 绘画艺术疗法不仅能促进情绪功能

恢复和社交功能改善，而且在处理患者的自我形象、自尊或

自我概念方面也有很好的疗效。Jackson［15］通过研究即将辍

学的儿童的心理健康，发现绘画艺术心理治疗能改善其学习

经验，促进其自尊发展。而一项对比绘画和音乐心理治疗的

研究表明，绘画艺术疗法对住院儿童自我概念的提升明显优

于音乐治疗［16］。在对曾遭受身体或性侵害的监狱女囚犯的

研究中，Williams 和 Taylor［17］发现绘画治疗能有效地提升她

们的自尊和自信，改变其看待生活的态度。低水平的自我意

识和自尊往往直接妨碍着伴有饮食障碍的肥胖患者的治疗，

Visnola［18］通过对这些患者进行绘画艺术治疗可调动其自身

的内部资源，促进自我意识发展，提高自尊水平。国内学者

李仁鸿［19］等在对海洛因依赖者进行心理康复研究中发现绘

画艺术疗法能增强其自我探索的勇气和信心，从而促成自我

概念的提升，达到自我康复的目的。而对于精神分裂症患

者，绘画艺术疗法也能提升其自我概念［13］。在绘画艺术活

动中，作品的构建和自我的构建是同步的，绘画者在创作艺

术作品的同时也重新创造了自我。
3． 4 认知功能的恢复 绘画艺术创作过程是一项非常复杂

的心理活动过程，能够提高绘画者的认知功能。上个世纪九

十年代，国外学者就已经发现绘画艺术干预能显著提高中风

和脑损伤等患者的认知功能。随后，国内学者孟沛欣等［13］

也发现绘画艺术疗法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康复有着

积极作用。一项针对 60 例 4 ～ 13 岁的自闭症儿童进行的随

机对照研究表明，经过绘画艺术疗法的干预组在心理健康发

展和认知功能恢复上有明显的优势［20］。Visnola［21］则在对员

工心理状态研究中发现，绘画艺术心理干预能显著提高员工

对理解应激状态和处理焦虑的认知，从而提高生活质量。绘

画艺术创作过程自身就是一个认知过程，它能够通过训练注

意力、抽象和形象思维能力、想象力，纠正不协调认知等，从

而促进绘画者认知功能的恢复和提高。
3． 5 精神症状的改善 国内外研究均表明绘画艺术疗法能

减轻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症状。Richardson［22］等在对门诊

治疗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绘画艺术心理辅助治疗的 6
个月随访观察中，发现患者的阴性症状得到了显著的减轻。
而在英国，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指南已明确提出临床医生应考

虑用绘画艺术疗法来减轻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症状，特别

是阴性症状［23］。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学者费明首先在国内

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绘画艺术心理治疗研究，证实了绘画

治疗在改善患者阴性症状方面的积极作用。随后，刘晋洪

等［24］通过对 103 例住院精神病患者研究发现，绘画艺术心

理治疗能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衰退症状和阴性症状，减少

精神药物的用量。目前，绘画艺术疗法在减轻精神分裂症患

者精神症状的应用已得到广泛的证实［13，14］。
3． 6 躯体症状的改善 绘画艺术心理治疗不仅能促进某些

患者精神症状的改善，而且在减轻躯体症状方面也有独特的

作用，尤其对于癌症患者。在对住院癌症患者进行心理辅助

治疗过程中，国外多项研究均发现绘画艺术疗法能够有效缓

解患者疼痛和焦虑，减轻疲乏综合征等躯体症状，从而提高

患者的生活质量［25 － 27］。在门诊保健治疗的癌症患者中，绘

画艺术疗法对其躯体症状的减轻和心灵健康也有着重要的

作用［28］。除癌症外，绘画艺术心理治疗在其他临床疾病的

辅助治疗中也有较好的疗效。Rao［29］等对 79 名艾滋病患者

4712

2011 年 9 月
第 23 卷 上半月 第 17 期

中国民康医学
Medical Journal of Chinese People＇s Health

Sep，2011
Vol． 23 FHM No． 17



进行辅助治疗，发现绘画艺术心理治疗能显著减轻患者的躯

体症状。同样，绘画艺术疗法也可减轻哮喘患儿的焦虑和一

些躯体症状，从而提高生活质量［30］。
目前绘画艺术疗法主要用于处理心理障碍患者的情绪、

社交、自尊、认知功能及精神疾病患者的精神症状，并且在癌

症、艾滋病等疾病的辅助治疗中也疗效显著。相信在不久的

将来，随着绘画艺术疗法的不断发展，其应用范围将变得更

加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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