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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艺术疗愈功能的虚拟空间情境研究
陈　亮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0）

摘要：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发展，艺术疗愈为心理服务的发

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创新的方向，通过多元的艺术作品创作、解读，

能使得受疗愈者的心理与情感得到有效治疗。虚拟现实技术的融

入打破了艺术疗愈的时间与空间限制，交互式、沉浸式治疗改变

了传统的模式，开创了新的方向。基于此，本文将围绕基于艺术

疗愈功能的虚拟空间情境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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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技术与艺术疗愈的结合会为心理治疗行业带来技术

方面的革新，也会产生更多的应用价值，需要重视起新技术与新

理念带来的变化，探索未来的发展道路。

一、艺术疗愈概述

艺术疗愈及艺术治疗，是融合了艺术与心理学的学科。艺术

疗愈以艺术为媒介，通过对艺术的创造性过程的体验，改善受疗

愈者的心理与生理健康状态。艺术疗愈能够通过艺术媒介与艺术

创作，实现对个人的发展、能力、个性、兴趣的反思的服务。受

疗愈者与治疗者、艺术创作三个主体相互作用，能够实现某种解

决情绪问题、实现精神康复的作用。常见的艺术疗愈方法有绘画、

音乐、戏剧、舞蹈、沙盘等艺术形式，艺术疗愈最早起源于西方，

我国的相关领域研究开始于 90 年代，在教育、医疗、心理辅导、

精神疾病辅助疗愈等领域都得到了应用与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

艺术疗愈逐渐被大众所了解、应用到心理服务领域，成为了交流

互动、疗愈评估的重要途径。

二、虚拟艺术疗愈的必要性分析

科技的发展导致了艺术疗愈的形式改变，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于心理治疗领域，也能够为心理治疗领域的发展开创了道路。虚

拟现实技术凭借虚拟技术与自身的沉浸性、交互性的优势，在艺

术疗愈方案之中得到了更多的应用。虚拟现实技术与艺术疗法结

合逐渐被应用于治疗心理问题，如创伤应激、恐惧症、自闭症、

障碍等症状。虚拟现实技术也能够为心理治疗提供可能性。通过

虚拟现实技术，能够对患者的创伤空间进行还原，治疗者也可以

进入虚拟创伤空间，感受患者的内心世界。首先，虚拟构想的疗

愈空间是非物质性的，并非客观存在，这类构想的空间是模拟现

实与超现实的非真实存在的场景，具有不确定性。虚拟艺术空间

会还原受治愈者的创伤情境，使其在创伤环境中获得治疗。同时，

也能够突破原有的认知范围、时间空间的限定，受疗愈者的创伤、

治疗场景都需要进行设计，实现真实与虚拟的融合。其次，沉浸

式的疗愈空间能够使受廖语者身心得到放松，融入进虚拟艺术环

境之中，获得良好的体验感。以往的艺术疗愈方法会在治疗的过

程中由治疗师对患者进行引导，使患者进行回忆，但在虚拟艺术

疗愈中，受治疗者要以视觉与思维为媒介，融入虚拟环境，保持

感知活动与表达，实现更加充分的情绪表达。这种身临其境的感

觉能够活跃受疗愈者的思维，使其全面化的投入虚拟疗愈空间之

中，实现更加高效化的治疗效果。再者，交互模式的应用能够提

高受疗愈者的体验，使其获得空间的反馈，有利于增强疗愈的效果、

达成疗愈的目标。交互模式分为人与人间的交互与人机间的交互，

人与人的交互主要表现在治疗师会与受疗愈者建立关系、展开换

位思考，进而还原受创伤的空间，人机交互则表现在受疗愈者可

以通过触觉抓握，感受物体、触碰虚拟空间中的物体，获得实时

反馈，进而增强疗愈的实际效果。

三、虚拟空间在艺术疗愈中的发展

虚拟空间设计通过计算机技术与虚拟现实技术的结合，对真

实或虚拟环境进行模拟，心理治疗中，对虚拟空间的设计能够提

供较为安全的、可控性较强的环境，进而辅助用户对情绪的处理。

随着心理疗愈技术的进步，虚拟空间设计在艺术治疗领域不断发

展，受到了更多关注，虚拟空间技术能够通过更多方式实现艺术

疗愈效果，例如艺术产品的欣赏、艺术创作、艺术表达、艺术体

验等。具体来说，用户在虚拟空间中可以创作艺术作品、获得美

感体验、欣赏艺术如绘画雕塑等，艺术交互体验能够缓解用户的

心理问题，为用户提供更多体验。对虚拟空间的设计也有着更多

的发展思路如增设导览员、增加交互缓解等，从多个方面为用户

增添艺术体验。虚拟空间的艺术疗愈发展前景较为广泛，具有较

大的发展潜力。艺术疗愈是强调表达的治疗方法，其重点在于患

者的感受与疗愈本身。艺术心理治疗正处于发展阶段，艺术疗愈

逐步适应着对于全年龄段人群的交流与疗愈，向着心理治疗的主

要手段发展。

艺术疗愈还处于新兴的阶段，随着虚拟技术的发展与演变，

艺术疗愈能够有效借助虚拟技术发挥出更多可能性，艺术创造性

与多维性会得到表现。

四、基于艺术疗愈的虚拟空间情境创造

虚拟现实技术空间设计与场景体验都需要在人机交互的实践

作为基础，动觉装置会作为较为有效的载体。用户在体验的过程中，

通过交互能够缓解压力、为疗愈师的数据收集提供支撑。疗愈师

则会观察用户的活动并分析用户的情绪、压力，针对性地进行心

理疏导，提高疏导的效果。

首先，运动装置的设置是治疗手段之一，艺术疗愈过程中，

人机互动过程中情感的表达也是一种重要的形式。互动装置与艺

术效果的结合，会干预患者的治疗、增强个体与机能的认知平衡，

艺术疗愈应当针对性的舒缓受疗愈者的情感。动觉装置通过身体

感受、情感表达、认知能力的调整，实现身心的感知平衡，音乐、

舞蹈、其他身体的表现形式，都能够通过将内在的情绪进行转化，

感受自身的精神状态。运动装置的目的是帮助人们建立起更加健

康的心理状态，通过音乐与舞蹈等元素，人们能够深入了解自身

的情绪与状态、寻找到平衡或治疗。在艺术疗愈的领域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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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愈对象的语言表达困难，也可以通过艺术创作来了解自身的状

态、进行感知方面的训练，提高手眼协调能力、促进身心发展。

虚拟空间的情境设计需要根据用户的感官与体验进行调整，以艺

术语言为媒介，对感官印象的表述、虚拟空间的颜色、材质、属

性等因素，都能够向用户传达不同的含义，艺术疗愈需要使疗愈

师与使用者实时交流，建立医患间的联系。

其次，对艺术空间的再造是能够将艺术元素融入进建筑设计

中的方式，常见于在艺术家与建筑师、设计师等各领域专业人士

的合作中。对空间艺术再造，能够使用户获得放松、减轻压力，

提供疗愈的效果，疗愈空间的设计往往会融合较多舒适的环境，

帮助人们放松身心、减轻压力，例如融合水、植物、柔和的光线

等元素。或者基于虚拟技术的互动艺术空间也能够利用自身的互

动性、数字化特点，创造出具有创意的空间。医疗企业也开始了

对 VR 医疗设备与方案的开发，向对患者提供个性化定制的方向

展开工作。

五、基于艺术疗愈功能的虚拟空间情境的形式与途径

（一）虚拟空间与沉浸式感知的融合

虚拟空间中，沉浸式的感知是虚拟空间发布指令的主体，也

是虚拟场景体验的主要构成。虚拟环境中使用者处于较为虚幻的

世界之中，空间存在随之产生，空间存在通过动态化的形成过程，

能够使使用者在虚拟环境中产生自身身临其境的主体意识，进而

在虚拟空间中获得自身的定位，熟悉媒体环境或触发隐藏的可行

性行为。根据空间存在的原理进行分析，虚拟环境中，个体会对

自身的感知能力进行评估，个体的自身因素与感知力是影响空间

存在的重要因素，在正确的指导下，需要虚拟空间进行情境外延，

完善虚拟空间的各类缺陷，促进虚拟空间情境的完善化构建。虚

拟空间的沉浸式外延情境不仅体现在生理与心理层面，用户体验

也会获得一定的提升，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对虚拟场景的重新塑

造，能够促进虚拟空间的感官体验外延到现实世界，促进虚拟空

间与感知的沉浸式融合。社会逐渐进入到信息时代，虚拟技术所

带来的感官技术是当下以人为本设计需求下最为重要的融合重点，

为保障用户体验，需要延伸用户的感官，促进人的身体机能、知

觉保持平衡。艺术活动天然具备疗愈的功能，虚拟空间的融合也

是现实与虚拟世界的融合，虚拟体验与实际情感间的沟通与连接。

随着科技的发展、虚拟市场的扩大化使得用户需求不断扩展，在

互动的基础上，视觉与场景的需求不断细化，在互动的前提下，

场景真实感不断提升。在科技数据的基础上，对现实世界进行仿

真技术的应用，先生成虚拟空间，在科技的基础上也要融合更多

元的技术，获得更多来自用户的反馈信息。

（二）多元化的疗愈介入方式

虚拟现实技术逐渐被应用到心理治疗的各个领域之中，利用

虚拟现实技术创设虚拟环境也能够缓解焦虑、恐惧等方面的疾病，

例如结合行为治疗方法，激发人体的应激反应，达到疗愈的目标。

受疗愈者会在特定的环境中直面恐惧与焦虑的场景，通过虚拟艺

术空间反复触发环境、使其逐渐克服恐惧，减少不良心理问题。

首先，以对恐高症的治疗为例。通过 VR 技术搭建恐高的虚拟空

间环境，例如高楼大厦、玻璃栈道、高山索道等，通过艺术方面

的渲染，使得情境更加真实，在结合脱敏疗法、暴露疗法，对恐

高症患者进行治疗，能够有效使得部分恐高症患者的症状得到改

善。虚拟情境空间相较实际的空间，会保障受疗愈者的安全，节

省治疗成本与治疗时间，同样也能够获得良好的效果。其次，以

对焦虑症的治疗为例，焦虑症作为当下较为常见的心理方面疾病，

在青年群体中的发生较多，虚拟艺术治疗能够为受治疗者提供具

有针对性的虚拟空间，模拟安全、真实的治疗环境。例如，可以

应用虚拟空间技术模拟工作现场、面试会议、集会现场等，情境

设计中，虚拟人物可以与受治疗者进行互动，治疗者在旁边展开

辅助，帮助患者改善能力、纠正患者。

（三）多样化的疗愈空间设计

通过对虚拟疗愈方式进行整理分类，大致能够被分为观赏型

疗愈空间、社交型疗愈空间、娱乐疗愈空间几个类型。观赏型疗

愈空间主要以艺术欣赏为主，展开心理疗愈，减少了时间空间上

的限制，能够舒缓受疗愈者的心理压力。可以设计实景游览、虚

拟艺术展厅、冥想界面，提高用户的情感体验，有效减轻患者的

生理或心理方面的痛苦，缓解心理问题。社交型疗愈空间情境可

以增加人与社会的联系，解决使用者对社交参与度方面的问题，

通过对虚拟社交场合的创设，能够针对人们的回避意识、社交困

难进行辅导，针对性地改善其他不良心理问题。社交型疗愈空间

情境主要针对情绪的抒发与认知方面的训练展开疗愈，适用于孤

独治疗，能够使患者循序渐进地接受复杂事物，也会提高安全性，

有效解决患者的心理困难。娱乐类的虚拟疗愈空间则更加关注通

过游戏对用户的思维进行锻炼，使得患者的注意力集中，如通过

游戏刺激用户的感官，治疗其心理问题。游戏过程中，身体感知、

环境交互能够使用户获得更加直观逼真的空间感受，进而产生沉

浸感，增强用户的动机。

总而言之，虚拟疗愈空间属于新的研究领域，随着虚拟现实

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虚拟技术在疗愈方面的应用会逐渐突出。

技术的研究大部分放在了对空间的建构技术之上，虚拟空间的特

殊属性能够使得人与物都成为信息传递的媒介，艺术手段与虚拟

空间相结合，能够实现更加多元的探索。

参考文献：

[1] 朱佳倩 . 基于虚拟现实的平衡心理治疗辅助治疗惊恐障碍

的疗效研究 [D]. 东南大学，2021.

[2] 胡燕，李凭辙，王静，雷劼睿 . 虚拟现实曼陀罗绘画治疗

系统的设计 [J]. 艺术生活 - 福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20（03）：

23-27+22.

[3] 陈鹏，贾锐，李雪洁 . 探索虚拟现实影片在大学生心理咨

询辅助治疗中的作用 [J]. 包装与设计，2018（03）：108-109.

[4] 刘毓婷，姚文婷 .“非语言沟通”——艺术疗愈介入当代

大众的心理重建 [J]. 青春岁月，2023（06）：72-74.

[5] 陈洁 . 艺术疗愈视角下留守儿童亲子互动 APP 界面设计研

究 [D]. 武汉纺织大学，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