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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艺术疗法在临床应用中的广阔前景

严　虎①　陈晋东①＊

摘要：绘画艺术疗法在欧美地区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成为了心理咨询与治疗的主要技术之一，但在我国是近１０年来才

开始兴起。绘画艺术疗法作为一种独特的心理治疗手段，在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儿童孤独症、癌症等其他临床疾病的 治

疗过程均有着独特的疗效。本文将从其理论和作用机制、临床应用现状及应用前景等方面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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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绘画艺术疗法 是 通 过 绘 画 者、绘 画 作 品 和 治 疗 师 三 者 之 间

的互动，以绘画创作活动为中介的一种非言语性的心理 治 疗，目

的是为了发展象征性的语言，触及内心潜意识，并创造性 地 整 合

到人格里，直至发生治疗性的改变。

１　绘画艺术疗法的理论和作用机理

绘画艺术疗法主要以心理投射理论和人类大脑半球 分 工 功

能理论为理论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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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脑半球分工功能理论则来源于美国神经生理学家Ｓｐｅｒｒｙ的裂

脑实验。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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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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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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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绘画艺术疗法在临床应用中的研究

２．１　精神分裂症

①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　湖南长沙　４１００１１

精神分裂症是以 基 本 个 性 改 变，思 维、情 感、行 为 的 分 裂，精

神活动与环境的不协调为主要特征的一类比较严重的精神疾病。

国内外关于绘画心理疗法运用于精神分裂症治疗的研究 报 道 比

较多，认为绘画心理疗法能缓解精神分裂 症 患 者 的 精 神 症 状，促

进其自我概念的提升和改善其社会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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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症 状 方 面 的 积 极 作 用，特

别是阴性症状。孟沛欣等在研究中发现绘画艺 术 疗 法 不 仅 可 以

改善精神分裂症的精神症状，而且还可以 提 升 自 我 概 念、改 善 社

交功能和情绪功能［１］。在国外，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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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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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绘画 艺 术 疗

法来减轻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症状，尤其是阴性症状［３］。绘画

艺术疗法对精神分裂症的治疗作用已经得到广泛的证实。

２．２　抑郁症

抑郁症是以情绪低落、兴趣缺乏、快感消失为核 心 症 状 的 一

种精神疾病，一 般 分 为 轻、中、重 度 抑 郁 状 态。情 绪 问 题 为 抑 郁

状态的主要问题。由 于 情 绪 和 艺 术 均 由 右 脑 控 制，国 内 外 不 少

研究均发现绘画在 处 理 情 绪 障 碍，尤 其 是 轻 中 度 抑 郁 状 态 等 方

面作用突出。Ｇｕｓｓａｋ［４］在对佛罗里达州北部的一个监狱 进 行 研

究表明，绘画艺术疗法 能 显 著 减 轻 服 刑 者 的 抑 郁 症 状。而 Ｇｅｒ－
ｄｉｎｇ［５］通过用绘画艺术心 理 治 疗 来 帮 助 处 于 抑 郁 状 态 的 退 伍 军

人，发现绘画能增加其沟通和社交能力，达到缓解抑郁情 绪 和 减

少创伤后症状。在 国 内，绘 画 艺 术 疗 法 在 处 理 学 生 抑 郁 状 态 的

应用比较广泛。潘润德［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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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绘画能更好地减轻抑 郁 状 态，

了解情感冲突的 原 因，从 而 有 利 于 心 理 治 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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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疗

法能有效地缓解大学生的抑郁状态。

２．３　儿童孤独症



绘画艺术疗法在临床应用中的广阔前景———严　虎等

医 学 与 哲 学（临 床 决 策 论 坛 版）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第３２卷 第１０期 总 第４３９期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Ｆｏｒｕｍ　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ｃｔ　２０１１，Ｖｏｌ．３２，Ｎｏ．１０，Ｔｏｔａｌ　Ｎｏ．４３９　 ５７　　　

儿童孤独症是交 流 障 碍、语 言 障 碍 和 重 复 刻 板 行 为 三 联 征

为特征的精神疾病，其治疗目的在于减少孤独症的行为 症 状，增

强社 会 交 往，促 进 正 常 发 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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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孤独 症 状。而 国 内

一项针 对６０例４－１３岁 的 自 闭 症 儿 童 进 行 的 随 机 对 照 研 究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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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 画 能 显 著 提 高 孤 独 症 儿 童 的 语 言 表 达

能力和沟通交流能力［９］。因此，对于孤独症儿童 而 言，绘 画 心 理

疗法不失为一种十分有用的治疗方法。

２．４　癌症

癌症是一大类恶性肿瘤的统称，临床表现不一，由 于 疾 病 自

身特点，患者大多 都 会 产 生 焦 虑、消 极、恐 惧、孤 独 的 情 绪，甚 至

一些自暴自弃的想法，而这些均不利于癌症本身的治疗。Ｆｏｒｚｏ－
ｎｉ［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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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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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疲乏综合症等躯体症状，从而提高患者 的 生 活

质量［１１－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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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因 此，绘 画

艺术疗法作为癌症的一种辅助治疗方式有着重要的意义。

２．５　其他临床疾病

绘画艺术疗法除 了 被 运 用 于 上 述 的 临 床 疾 病 外，还 被 广 泛

运用于其他疾病，如神经疾病、艾滋病、红斑 狼 疮、肥 胖 症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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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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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Ｒａｏ［１５］等对７９名艾滋病患者进行辅助治疗，发现绘画

艺术心理治疗能 显 著 减 轻 患 者 的 躯 体 症 状。在 对３８位 患 有 红

斑狼疮的女性 进 行 绘 画 心 理 治 疗 后，Ｎｏｗｉｃｋａ［１６］发 现 绘 画 不 仅

能获得患者对疾病 的 真 实 感 受，而 且 也 能 帮 助 病 人 分 享 他 们 的

情绪、观念和 经 验，有 利 于 疾 病 的 诊 断 和 治 疗。Ｖｉｓｎｏｌａ［１７］也 通

过对伴有饮食障碍 的 肥 胖 症 患 者 进 行 绘 画 艺 术 治 疗，发 现 绘 画

可调动其自身的 内 部 资 源，促 进 自 我 意 识 发 展，提 高 自 尊 心，有

助于疾病自身的 治 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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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３　绘画艺术疗法的应用前景

绘画艺术疗法作 为 一 种 心 理 治 疗 方 法，在 处 理 情 绪 和 认 知

功能、提高社交功 能 和 自 尊 水 平 等 方 面 均 有 着 独 特 效 果。与 传

统的心理治疗相 比，绘 画 艺 术 疗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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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特别是作为精 神 疾 病

的治疗和癌症、艾滋病等无法治愈的以及慢性疾病的辅 助 治 疗，
它不仅可以减轻由 患 者 自 身 恐 惧 担 心 所 引 起 的 焦 虑 抑 郁 情 绪，
而且还可减轻由疾 病 本 身 所 带 来 的 精 神 和 躯 体 症 状，从 而 显 著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随着绘画艺术治疗师和临床医师 的 不 断

探索和努力，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绘画艺术疗法的临床应 用 范 围

将变得更加广泛，从而使更多的患者从中受益。
（＊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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