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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治疗在自闭症儿童中的可实施性思考 
潘虹  余朝霞 

（豫章师范学院地区  江西省南昌市  330103） 

摘要：自闭症是一种儿童时期出现的一种广泛性精神残疾发展障碍疾病，对儿童心理发展，身体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不良影响，
受到了社会广泛关注。绘画是一种非语言式的工具，可以满足自闭症儿童心理发展需求，对于自闭症儿童的发展来说有着重要的作
用和意义。基于此，本文对自闭症儿童实施绘画艺术治疗的可实施性进行了分析思考，在分析介绍绘画对自闭症儿童发展价值的基
础上对实施绘画艺术治疗的可实施性进行了分析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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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绘画治疗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开始正式被提出的，由精神

分析学家男伯格提出，将绘画作为一种工具，来引导绘画者将

潜意识情感和冲突呈现出来，同时在绘画过程中，还可以对绘

画者的内心情感中的负面情绪进行引导，将其释放出来，从而

起到诊断和治疗的双重作用。绘画治疗可以有效对绘画者的心

理、情绪和行为等进行影响和干预，并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

所以，绘画治疗开始逐渐被引入到治疗一些特殊儿童中，并且

在自闭症儿童的治疗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在自闭症儿童治

疗中通过绘画的方式来调整自闭症儿童的认知、情绪，促进儿

童的社会交往。同时，通过对自闭症儿童的绘画进行分析还可

以了解自闭症儿童的心理特征，帮助自闭症儿童稳定情绪，提

升其认知发展，激发自闭症儿童的交流动机；此外，自闭症儿

童通过和画纸、画笔的接触还可以起到感知觉和精细动作的训

练，对于自闭症儿童自身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一、绘画治疗对自闭症儿童的价值和意义 
（一）帮助自闭症儿童实现自我控制 

自闭症儿童的心理和生理发展存在一定的障碍，所以在对

自身情绪控制方面具有一定的难度，在发泄不良情绪上只能通

过攻击他人和尖叫的方式表达，无法和正常人进行交流沟通。

因此，对于自闭症儿童来说情绪问题是导致其无法健康发展的

重要障碍[1]。绘画治疗是一种非语言的治疗方式，以此来对自闭

症患者的内心进行探索，从而帮助自闭症儿童进行自我情绪的

控制。另外，自闭症儿童在绘画过程中，通过进行作品的创作，

以及使用一些绘画工具来锻炼自我情绪控制能力，更好地控制

自身不良情绪。此外，自闭症儿童通过一些简单图画的绘制，

以及简单绘制工具的使用还可以让其自控性得到锻炼，减少因

创作失败引发的情绪失控问题。通过潜移默化的绘画治疗来锻

炼自闭症儿童自我情绪和行为的控制。 

（二）提升自闭症儿童情感表达能力 

人类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意图时，可以通过绘制符号

的方式，绘画也属于符号范畴中的内容，是一种可以表达的艺

术。国外很多国家对于绘画治疗非常重视，他们认为绘画治疗

对于治疗一些心理方面的疾病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患者可以

通过绘画来表达出自己的内心情感，可以打开心扉。自闭症儿

童其生理存有一定的不足，并不善于将自己的内心想法表达出

来，无法和正常人进行正常交往。但是，通过绘画治疗，利用

绘画的媒介作用可以让自闭症儿童和医生通过绘制的画面来进

行交流沟通，对于自闭症儿童表达出自己的情感有着很好的效

果。在很多自闭症儿童家庭中，很多父母对于自闭症儿童的心

理需求和情感需求并不关注，所以很多自闭症儿童的症状出现

了明显加重[2]。但是，引导自闭症儿童接受绘画治疗，可以让他

们通过绘画来将自己的情绪和想法表达出来，甚至还可以作为

负面情绪的宣泄方式，之后，由医生进行观察，从而了解自闭

症儿童的心理需求，及时对其进行治疗。此外，和文字出现的

时间相比，图像出现得更早，并且图像的直观性更强，通过对

纸上绘制的图像进行观察，可以了解到绘制者的内心情感。自

闭症儿童有着明显的语言障碍问题，通过绘画可以帮助自闭症

儿童更好地表达自身情感和想法，提高其情感表达能力。 

（三）促进自闭症儿童认知能力的转变 

在人类的心理发展中，认知是其中最为基本的一个阶段，

人们通过知觉、感觉、记忆等方式来掌握一种信息的过程就是

认知。对于自闭症儿童来说，他们的认知是存在明显不足的，

所以，他们在对一些事物的认识理解方面存在障碍，比如，在

表达自己想法时会有语言表达障碍，对于自我的认识缺失等等。

绘画治疗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自闭症儿童提升认知水平，帮

助其从原来被动性的认知逐渐发展为主动认知。另外，绘画中

的颜色、形状等也会对自闭症儿童们的感官起到很好的刺激作

用，帮助幼儿逐渐提升感知力，从而更好的促进自闭症儿童认

知力水平的提升和发展。 

（四）提升自闭症儿童社会交往水平 

人类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群体，人们的进步和发展是在一个

社会交往中来实现的，所以，人们需要具备社会交往能力。但

是，对于自闭症儿童来说，因其存在着严重的语言障碍，认知

缺陷，自我情绪控制差，刻板的行为模式等等，所以，在社会

交往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和不足，无法和其他人进行正常的语

言沟通交流，并且无法将自己的真实想法很好地表达出来。另

外，自闭症儿童常常会在自我的小世界活动，对于周围的环境、

人物、事物等兴趣低，态度冷漠[3]。而绘画治疗主要是通过图形

和图画的方式来帮助自闭症儿童和外界之间架起一座桥梁，通

过这座桥梁来加强自闭症儿童和外界的交流沟通，帮助自闭症

儿童实现自我发展。在国外的一些研究中发现，通过绘画的方

式可以为自闭症儿童构建起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幼儿可以在

这个环境中和其他人进行交流沟通，从而提升自身的社会交往

能力。 

二、绘画治疗在自闭症儿童中的实践分析 
（一）实践方案设计 

为了更好地通过绘画治疗来提升自闭症儿童观的认知能

力、情感表达能力、社会交往能力，以及自我控制能力水平，

进行了绘画治疗的方案设计。在自闭症儿童家长的许可下按照

自闭症儿童的实际情况来进行绘画课程设计。将语言交流障碍

的 4-6 岁儿童作为一组，情绪不稳定，易失控的 7-13 岁儿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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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二组。然后通过典型性的绘画治疗方案来对两组自闭症儿童

进行授课，在自闭症儿童和治疗医生之间建立起一种信任的关

系。然后，设置不同的绘画主题，利用不同的绘画材料来和自

闭症儿童进行交流沟通，帮助自闭症儿童改善病情。 

比如，对一组的自闭症儿童设置了《色彩的联想》主题教

学活动。通过该主题活动来帮助自闭症儿童认识不同的颜色，

并且可以说出这些颜色的代表事物；其次，让自闭症儿童选出

自己比较喜欢的颜色，（可以多选）然后进行自主创作；通过任

务布置的方式来指导自闭症儿童来进行色彩联想，同时将自己

的感受和情感表达出来；此外，还可以激发自闭症儿童对生活、

大自然等美好事物的联想和喜爱。 

在本次活动中需要提前准备好水粉颜料、素描纸、小水桶、

毛笔、调色盘、相关图片、多媒体设备、勾线笔等等。 

在此活动开展之前，教师要和自闭症儿童相互问好；然后，

老师和患儿进行色卡游戏；老师向患儿展示不同颜色的图片，

并让患儿选择自己喜欢颜色的图片，之后，用画笔来将自己的

感受绘制出来，进行自由绘画。 

对于 4-6 岁阶段的自闭症儿童来说，他们是可以通过颜色

来将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情感表现出来的。患儿用自己喜欢的颜

色来进行创作，也是患儿实现个性化发展的过程。另外，利用

色彩图片教师可以先将自己的感受说出来，然后指导患儿将自

己的想法也说出来，以此来激发患儿对色彩的认知和联想。通

过这种方式可以很好地激发自闭症儿童对于色彩的敏感性，并

尝试通过绘画来将自己的情感和内心世界表达出来。而教师和

自闭症儿童共同交流也可以引导儿童去对生活中的美好事物进

行挖掘发现。 

另外，针对 7-13 岁自闭症儿童设计了《九宫格统合绘画》

主题活动。通过本次活动来指导自闭症儿童进行作品创作，另

外，并指导患儿将自己作品介绍出来。 

教师提前准备好所需要的材料，如勾线笔、素描纸、水彩

笔。 

然后，教师指导自闭症儿童将每张纸分为 3*3 的九宫格格

子。之后，引导患儿按照逆时针的顺序在每个格子中进行创作，

要按照《我的想法》来进行文字、图形、符号等创作，患儿在

绘制好后再配上简单的文字说明。然后教师结合患儿绘制的内

容来询问患儿的想法，尽可能地将患儿内心中的想法挖掘出来。

此项活动针对的是一些年龄比较的自闭症儿童，这些患儿具有

了一定的分析能力、理解能力。所以，此项活动设置具有一定

的难度，但是符合患儿的发展特点。 

（二）活动实践结论 

通过上述绘画治疗课程实践设计活动，通过绘画治疗对于

自闭症儿童的情绪控制和语言表达有着很好的效果，时间控制

上比较灵活方便，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引导患儿表达出自己

的情感，并且也可以很快地发现患儿的内心世界。另外，绘画

治疗还为自闭症儿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沟通平台，对于那些语

言交流障碍的患儿，通过绘画可以将患儿的内心想法表现出来，

帮助教师和患儿进行交流沟通[4]。对于自闭症儿童，采用绘画治

疗的关键点在于教师和患儿要建立起一个相互信任、融洽、相

互支持的关系，这也是引导自闭症儿童接受外界事物的强有力

支撑。自闭症儿童在绘画时，可以在教师专业的指导下，通过

每一幅的绘画作品来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和想法。所以，在进

行绘画治疗时要设计符合自闭症儿童发展特点，贴近他们实际

生活的主题。如果出现了不喜欢绘画的自闭症儿童，教师要耐

心地去引导、鼓励患儿，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来激发自闭症接

受绘画，并通过绘画来提升其自我成长发展。 

（三）实践反思 

在进行课程活动设计时，发现很对年龄比较低的自闭症儿

童采取绘画治疗时，需要避免出现单一、枯燥的过程，并且在

引导时要尽可能地减少家长和教师的干预，要给患儿更多的自

由时间。比如，在一组患儿的绘画治疗活动中，前期阶段家长

的干预比较多，所以一些患儿出现了排斥和烦躁的情绪，教师

在和家长沟通之后，这些患儿可以自己完成绘画作品，并且对

于绘画他们的表现比较积极，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对于二组自闭症患儿来说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7-13 岁的自闭

症儿童相对来说，综合能力要比一组患儿强一些，所以他们对

于绘画作品的自我完成性比较高，家长和教师的过多干预反而

会影响到患儿的思维和想法。因此，要给予自闭症患儿的合理

引导和干预，不能出现过多的干预。 

结语 
对于自闭症儿童来说，通过绘画治疗可以引导自闭症儿童

更好地将自己的情感和情绪通过绘画来表达出来，而患儿在绘

画时也可以通过情感投入来实现自我的探索，感受正向情绪的

体验，并让一些不良情绪通过绘画来得到释放和疏解。另外，

绘画治疗还有助于患儿将潜意识的情绪表达出来，可以通过多

次重复性的引导来提升自闭症患儿自我情绪控制能力、认知能

力、语言表达能力、社会交往能力等水平，促进自闭症患儿的

成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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