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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西方绘画作品为媒介，探索一种新型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通过赏析西方绘画作品中的色彩、构图、主题等艺
术元素对情绪进行调节；通过了解西方绘画作品创作背景及作者经历等，旨在缓解大学生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提升其心理韧性与自
我认知能力。实践结果表明，该模式能够有效融合人文艺术与心理健康教育，为高校心理健康工作提供新思路：“艺术赏析—情感触动—
创新演绎—心理赋能”，从而学会运用艺术手段来调节情绪、缓解压力、提升心理健康水平，在多个层面获得成长与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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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作为艺术职业学院的一名心理健康教师，作者在多年的教学

工作中一直思考并践行的如何把西方绘画作品赏析与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课深度融合，从而实现“美育润心”。

西方绘画作品与心理学发展是源远流长。首先，绘画作品作
为一种视觉艺术形式，直接涉及人类的视觉感知和认知过程，这
些过程与心理学的研究紧密相关。通过绘画作品，人们可以观察
和探索视觉信息的处理、记忆、识别和解释等心理机制。

其次，绘画创作和欣赏过程涉及个体的情感表达和体验，这
对于理解人类的情感和心理状态具有重要意义。绘画作品往往能
够触发观众的情感反应，帮助人们理解和表达自己的情感，进一
步推动心理学在情感研究方面的发展。

最后，西方绘画的多元性和创新性也激发了心理学家在研究
方法和技术上的探索和创新。绘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具有独特
的表达方式和审美价值，这为心理学家提供了新的研究工具和方
法，有助于推动心理学的发展和进步。近年非常热门的“艺术疗愈”，
即是一种利用艺术创作过程和艺术作品进行心理治疗和康复的干
预方法，旨在促进个体的情感表达、自我认知、压力缓解和心理
健康。

综上所述，西方绘画作品对心理学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不仅促进了心理学在视觉感知、情感表达、自我认知等方面的研究，
也为心理学提供了新的治疗方法和研究工具。这种跨学科的交流
和融合有助于推动人类对自身心理世界的深入理解和探索。

二、西方绘画作品与心理健康教育的联系
西方绘画作品不仅是艺术表现的载体，更是人们情感与心理

活动的镜像。通过对这些作品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洞察色彩、
线条、构图等艺术元素如何反映和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状态。以
下将结合西方绘画作品，从多个方面阐述心理健康教育知识。

（一）色彩与情绪表达
色彩是绘画中最为直观和强烈的情感传达手段。不同的色彩

能够引起观众不同的情绪反应。例如，蓝色常被用来表达忧郁或
平静，红色则常象征激情或愤怒。梵高的《星空》以深邃的蓝色
和旋转的黄色星光表现了艺术家的内心世界，既有对宇宙的敬畏，
也透露出内心的孤独与不安。因此，了解色彩与情绪的关系，有
助于我们更好地识别和理解自己的情绪状态。

（二）线条与心理暗示
线条在绘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不仅构成画面的基本

元素，还承载着丰富的心理暗示。线条的粗细、曲直、流畅或顿挫，
都能影响观者的心理感受。在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中，细腻的
线条勾勒出蒙娜丽莎微笑的神秘和温柔，给人一种平和而深沉的
心理体验。通过观察和分析绘画中的线条，我们可以学会解读画
面背后的心理暗示，进而反思自己的心理状态。

（三）构图与心理空间

构图是绘画作品的骨架，它决定了画面的布局和空间的营造。
合理的构图能够创造出舒适的心理空间，使观者产生共鸣和愉悦。
在透纳的《雨、蒸汽和速度》中，画家通过巧妙的构图，将雨中
的火车与远处的景物相融合，营造出一种动态而富有张力的心理
空间。这启示我们在生活中要关注自己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创造
一个有益于心理健康的生活空间。

（四）人物表情与心理分析
人物表情是绘画中表现人物心理活动的关键元素。通过对人

物表情的细致刻画，画家能够传达出丰富的情感和心理状态。在
伦勃朗的《夜巡》中，他通过细腻的笔触和光影效果，展现了人
物们不同的面部表情和内心世界。这提醒我们在人际交往中要关
注他人的表情变化，从中洞察其心理状态，以增进理解和沟通。

（五）自然景物与心灵寄托
自然景物在西方绘画中常常作为心灵寄托的象征。画家通过

描绘山水、花卉等自然景观，表达自己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在莫奈的《睡莲》系列作品中，他通过对睡莲的细致
描绘，展现了大自然的宁静与和谐，给观众带来心灵的抚慰和放松。
这启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学会欣赏自然之美，将其作为调节情
绪、缓解压力的重要途径。

（六）作品解读与心理疏导
对绘画作品的解读和欣赏也是一种心理疏导的过程。通过解

读绘画作品，人们可以深入了解作品的创作背景、艺术风格以及
画家所要表达的情感和思想。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个体的审美能力
和文化素养，还能够启发人们对生活的思考和感悟，从而达到心
理疏导的效果。个体通过对西方绘画作品的赏析和解读，以达到
缓解心理压力、提升心理健康的目的；还可以通过了解绘画作品
中对生命意义的诠释，从而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提升作用，通
过对西方绘画作品的价值观了解及其历史结局，从而对大学生价
值观进行引导。

三、基于西方绘画作品赏析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构建
（一 ) 教育目标
西方绘画作品作为人类艺术宝库中的璀璨明珠，承载着深厚

的历史文化内涵与独特的审美价值。通过对其赏析，我们不仅能
够领略到艺术之美，更能够在多个层面获得成长与启迪。

1. 感受艺术之美，提升大学生的审美能力和艺术素养
西方绘画作品以其精湛的画技、丰富的色彩和深刻的主题，

为我们呈现出一幅幅视觉盛宴。通过赏析这些作品，我们能够直
观地感受到艺术的魅力和美感，从而增强对美的感知能力和欣赏
水平。在欣赏过程中，我们需要运用自己的审美经验和判断力，
去了解分析作品的艺术特点、风格流派以及表现手法等，从而提
升自己的审美能力和审美品位。

2. 促进大学生的情绪调节和压力缓解
绘画作品通过色彩、线条、构图等视觉元素，能够直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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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观者的感官，引发强烈的情感体验。观者可以通过欣赏作品，
与艺术家产生情感共鸣，从而释放自身的情绪。观者可以将自身
的情感投射到作品中的人物或场景上，通过想象或心理剧演绎，
获得情感宣泄和心理慰藉。欣赏绘画作品需要集中注意力，可以
帮助学生暂时忘却烦恼，将注意力从压力源转移到艺术作品上。
当学生沉浸在艺术欣赏中时，可能会产生一种“心流”体验，即
一种高度专注和愉悦的心理状态，有助于缓解压力和焦虑。欣赏
美的事物能够带来愉悦的感受，促进大脑分泌多巴胺等神经递质，
从而提升情绪，缓解压力。通过解读绘画作品，学生可以从不同
的角度看待问题，重新审视自身的情绪和压力，从而改变消极的
认知模式。艺术作品往往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情感体验，学
生可以通过解读作品，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获得精神上的慰
藉和力量。艺术作品可以引发学生的自我反思，帮助他们更好地
理解自身的情绪和行为，从而促进情绪调节和压力管理。

3. 引导大学生探索生命意义和树立积极价值观
西方绘画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通过赏析这些作品，我

们可以感受到艺术家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从而陶冶自
己的情操，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许多西方绘画作品以生命为主题，
探讨生与死、爱与恨、希望与绝望等永恒命题。艺术家通过作品
表达自身对生命意义的思考，例如：文艺复兴时期绘画，强调人
文主义精神，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浪漫主义绘画，追求个性解
放和情感表达，强调生命的激情和意义。存在主义绘画，探讨人
的存在状态和生命的意义，引发观者对自身存在的思考。

（二）教育内容及方法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大学生必修课程，旨在帮助大学

生适应新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使他们在了解心理科学基础知识、
掌握心理调适技能的基础上，形成恰当的成就动机，具备人际交
往的技能，确立健康的爱情观，自觉加强自身心理素质的训练与
优化，形成健全的人格，促进自身的完善与发展 , 实现与环境、
社会的积极适应，并帮助他们进行科学的职业生涯规划。教学方
法包括讲授法、讨论法、案例教学法、问题导向学习、心理剧、
互动式教学及翻转课堂。以下简单列举七个专题教学内容：

1. 心理健康概述：通过西方绘画作品赏析，心理健康教育可
以变得更加生动、直观。教师请小组学生随机选取提前准备好的
西方绘画作品，然后小组围绕作品呈现中的情绪、心理状态、人
际关系或心理冲突等进行讨论，在小组分享的时候引导学生从心
理学的角度分析作品中人物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帮助学生理解心
理健康的不同维度，建立对心理健康的全面认知，通过作品引导
学生认识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及其表现：例如通过《呐喊》和《忧
郁》分析焦虑和抑郁的表现；另外也结合绘画作品，讲解维护心
理健康的方法——艺术疗法，通过赏析绘画作品，介绍艺术疗法
如何帮助人们表达情感、缓解压力。通过作品（如莫奈的《睡莲》），
了解正念与冥想。

2. 良好的适应与发展：选择能够反映成长、挑战、转变和成
就的作品，帮助学生理解适应与发展的过程。例如：《人生的阶段》
（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伊卡洛斯的坠落》（彼得·勃
鲁盖尔），《播种者》（文森特·梵高），《雅典学院》（拉斐尔）。
同样采用分组讨论的办法，各小组对不同的绘画作品做同样的思
考：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作品中人物的成长与适应过程：作品中
的人物如何面对挑战？他们的应对方式是什么？作品中的人物经
历了哪些转变？这些转变如何促进他们的成长？作品中的人物是
否有明确的目标？他们如何实现这些目标？最后是分享。通过师
生共同对作品讲解引出大学生适应与发展的核心概念，帮助学生
建立对自我认同、目标设定、挫折与韧性、社会支持等主题的全
面认知。

3. 人际沟通与交往：准备足够多的绘画卡片（保证每个学生
都能有一张卡片，作者在教学过程中使用“世界名画”扑克牌），
然后学生自行选择自己喜欢的绘画作品，然后拿着绘画作品去全
班找自己愿意分享的人，一个找一个，互相介绍对所选作品的认知，

包括作品中的人物如何通过肢体语言、表情和姿态表达情感？作
品中的人物如何交流？是否存在误解或冲突？作品中的人物关系
是否存在权力不平等？如何影响沟通等等。然后两个找两个，当
到达 8 人在一个小组时进行互相介绍时，活动可以暂停。教师邀
请小组讲述绘画作品反映人际关系、情感交流、社会互动或冲突
解决，帮助学生理解沟通与交往的多样性，引导学生从心理学和
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作品：通过绘画作品引导学生认识大学生常见
的人际交往问题及其应对方式；通过表现孤独或紧张情绪的作品，
讨论如何克服社交焦虑；通过描绘冲突场景的作品，探讨如何化
解误解与冲突。若时间充裕，鼓励学生反思自己的人际交往方式：
作品中的人物互动是否让你联想到自己的交往经历？你如何评价
自己的沟通能力？结合作品中的主题，尝试在日常生活中运用所
学沟通技巧（如倾听、表达、非语言沟通）。

4. 积极有效的情绪管理：首先识别情绪，教师直接举例：如
弗朗西斯科·戈雅《1808 年 5 月 3 日》描绘了战争的残酷和人民
的愤怒。爱德华·蒙克《呐喊》，表现了人物内心的焦虑和恐惧。
巴勃罗·毕加索《格尔尼卡》控诉了战争的残酷和对生命的摧残。
文森特·梵高《麦田里的乌鸦》表现了艺术家内心的孤独和绝望。
皮埃尔 - 奥古斯特·雷诺阿《煎饼磨坊的舞会》描绘了人们欢聚
一堂的快乐场景。克劳德·莫奈《睡莲》表现了自然界的宁静和美好。
然后是学生各选取一张世界名画 2 人一组讨论所选的画的颜色、
线条、构图对自己的情绪影响是什么？是否能通过绘画作品对情
绪进行管理及是否能知道这些画家如何通过绘画对自己进行情绪
管理。教师最后分享没有被学生提及的画家通过绘画管理情绪的
故事。

5.理解生命、珍爱人生：先分组讨论作品，引导学生从哲学、
心理学和艺术的角度分析作品中关于生命与人生的表达：作品中
如何表现生命的阶段（如出生、成长、衰老、死亡）？作品如何
探讨生与死的关系？是否传递了对生命的珍视或对死亡的思考？
作品中的人物或场景传递了哪些关于生命的情感（如喜悦、悲伤、
希望、绝望）？作品包括但不限于《维特鲁威人》（达·芬奇）
讨论每个人生命的独特价值；《死亡与生命》（克里姆特）探讨
生命的有限性与珍惜当下的重要性；《星月夜》（梵高）表现生
命在困境中的顽强与希望；《播种者》（梵高）强调设定目标并
为之努力的重要性；《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
（高更）描绘的就是画家理想中的伊甸园，在青绿色的神秘大气
氛围中，由生到死的过程依次展开。通过小组讨论及分享活动，
深化学生对生命与人生的理解，清晰生命意义的看法。还可以通
过心理剧，让学生体验作品中人物的生命历程并讨论感悟。

四、结论与展望
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作者基于西方绘画作品赏析的大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课中有画”模式已逐渐成形，能够突破传统语言
教学局限，课堂气氛活跃，通过艺术激活学生的自我疗愈潜能。
未来可进一步探索神经美学视角下的大脑变化，如通过观察名画
时脑供血量的变化效果。此外，构建“名画数据库—AI情绪分析—
个性化干预”的智能系统，有望实现心理健康教育的精准化与普
惠化。对于广大教师，建议引入“艺术 + 心理”跨学科培训，既
能开阔教师的视野，又能通过艺术疗愈更好地提升教师的心理健
康水平，这也是作者在做这个课程的时候的切身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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