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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与应用

疫情期间艺术治疗在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运用
侯曦煜　黄文军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2020 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既威胁了人民群众

的身体健康，也影响了人们的心理健康。医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群

体，在向医护职业的角色转化中，他们所面临的压力要比同龄人

更加强烈，更需要关注和疏导。艺术治疗具有降低防御、缓解各

种不良情绪的功能，其多样性、隐蔽性和发展性的特点可以在疫

情期间帮助医学生拯救亲子关系，辅助情绪表达；纾解疫情焦虑，

重树生活信心；恢复生活秩序，促进自我发展。

关键词：艺术治疗；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新冠肺炎疫情

截至 2020 年 5 月，全球新冠病毒肺炎确诊病例将近 400 万例，

全球疫情形势依然紧张。据有关媒体不完全统计，湖北省超 3000

名医护人员感染新冠肺炎病毒，意大利有 1 万 9 千多名医护人员

被感染，西班牙更是有超过 3 万的医护人员被感染。习近平总书

记高度重视疫情防控期间的心理疏导工作，强调要“主动做好心

理疏导”“动员各方面力量全面加强心理疏导工作”。医护人员

奋战在抗疫一线，他们的心理状况需要我们的关注。医学生作为

医护人员的后备军，他们还处在医学知识的学习阶段，对于病毒

的了解和认识都来自于书本，缺乏实践检验。当面对重大的公共

卫生事件时，拥有的医学知识会使医学生更容易产生紧张、恐惧

的负性情绪反应。艺术在面对重大灾害、困难时的作用不言而喻，

艺术治疗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手段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起着

积极的作用。本文旨在研究疫情期间艺术治疗在在医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中的运用。

一、艺术治疗的概念及其特点

艺术治疗（ART THERAPY），或者艺术疗法，这个术语最初

出现于 20 世纪中叶的英美两国。自此术语开始使用以来，随着不

断发展，人们不断给出其新的定义。在英国，亚德里安（Adrian 

Hill）是公认的第一个把“艺术治疗”解释为“把绘制图像应用于

治疗”的人，希尔暗示艺术治疗让患者具备强大的能力来“抵御

自身的不幸”。英国艺术治疗协会（BAAT）目前对艺术治疗给出

了定义：艺术治疗是一种将艺术作为最基本交际模式的心理治疗

方法。在美国，人们普遍认为玛格丽特（Margaret Naumberg）是艺

术治疗的创始人，她十分认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中的潜意识理

论，她认为，艺术作品及其创作过程可以使人的部分野蛮得到驯化，

使内在的人格冲突得到整合与化解。美国艺术治疗协会（AATA）

给出了定义：艺术治疗就是在治疗过程中应用艺术，应用的对象

包括经历过病痛、创伤、磨难和寻求自我发展的人，在艺术创作

过程和活动反思中得以减轻症状、抚平创伤和提高认知能力。

综上所述，全球心理学者对于艺术治疗的定义虽有细微的差

异但却大同小异，即艺术治疗是一门集艺术创作和心理治疗于一

体的应用技术，它以心理学原理为理论基础，以艺术的创造性思

维为方法，是一门新兴且充满活力的心理科学疗法。

为什么要选择艺术治疗呢？疫情期间的大学生具有追捧新闻

热点、思想活跃、遇事情容易陷入混乱状态、情绪波动较大的特

点。而医学生由于其专业背景带来的防疫压力和就业压力会进一

步放大疫情期间的负面情绪，出现胸闷、头疼、心慌等应激反应。

一直以来，艺术都作为一种表达强烈冲突、晦涩感觉和抒发情感

的安全手段，而艺术治疗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艺术治疗形式多样，且较少受时间和空间限制

艺术治疗以艺术为媒介，拥有极其丰富的艺术表达形式，如

绘画、唱歌、书法、微电影、微视频等治疗技术，这些治疗技术

大部分都可以借助互联网进行线上治疗，实操简单，非常适合疫

情期间的宅家治疗。

（二）艺术治疗具有隐蔽性，可以降低防御、缓解各种不良

情绪

例如绘画艺术治疗就是通过不同的绘画主题和表现形式让无

法言说的创伤记忆和痛苦情绪得以释放和外化。形象化的表达能

够克服心理防御机制，避免发生二次伤害。

（三）艺术治疗具有发展性导向

艺术治疗在抚平心灵创伤之外更多的强调大学生的成长成才

和潜能开发，有意识引导学生更加积极地成长。如疫情期间涌现

出的大量抗疫海报，每一次欣赏引导同学们深刻体会生命的意义。

因此，多样性、隐蔽性、发展性是艺术治疗比传统心理治疗更加

适用于重大疫情防控期间心理工作的三大特点。

二、艺术治疗在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运用

医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要面对学习任务繁重、实习环境

危险、医患关系紧张等现实，在疫情期间，他们所承受的身体和

心理压力比同龄人要更加强烈和集中。因为推迟开学和网上上课，

医学生们不得不面对原有的生活和学习节奏被打乱、亲子关系岌

岌可危、学习和就业压力增大等问题，他们的情绪也由疫情之初

的不安、恐慌转为焦躁、疑虑。这个时候，可以利用艺术治疗的

创造性表达，艺术的象征性可以帮助青少年发泄愤怒，进而成为

青少年用来表达对未来的焦虑及对现实不满的途径。在艺术创作

活动中对材料的选择和支配能够帮助青少年提高自我掌控感，重

塑对现实的信心。

（一）拯救亲子关系，辅助情绪表达

因为疫情缘故，一部分医学生不能正常返校求学，被迫和父

母一起宅家，和父母相处的时间明显增加，本以为这是一个和家

人难得聚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却不想疫情期间的每一天都是对亲

子关系的一种考验。“老师，我实在受不了了，我现在真的不想

看到他了”，相同的话语既有来自于家长的抱怨，也有来自于同

学的情绪崩溃。医学生正处于青春过渡时期，心理和思想都尚未

成熟，缺乏对社会问题的协调和应对能力，随着社会知觉和情绪

体验的增加，人际交往的矛盾和压力慢慢显现，具体则表现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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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父母的矛盾加深、亲子关系冲突不断。

在应对人际沟通交流的问题时，音乐艺术治疗往往能够帮助

医学生们放下压力，更好地适应环境和生活。音乐能够跨越年龄，

在人际沟通交流中营造轻松愉快的氛围，让彼此卸下防备和恐惧，

在音乐的轻松氛围中敞开心扉，一边享受音乐，一边共吐心声。

（二）纾解疫情焦虑，重树生活信心

张雪辉教授通过对 1244 名医学生发送问卷发现医学生的抑郁

焦虑评分要比其他学生高，表明医学生的心理更容易受到影响。

他认为，医学生的情绪波动主要来自于不完全的疫情相关知识的

压力、停课的学业压力和对医护这一未来职业可能受到创伤的压

力，这些压力都会加重医学生的焦虑和恐慌情绪。因此，医学生

疫情期间的情绪管理和疏导应是高校的重点工作。

绘画艺术治疗能够增强自我交流，促进更好的认识自我和觉

察自我，也是一段自我发现之旅，旅行的过程和收获都会促进个

体自我实现和自我治疗，所以，在处理应激和压力事件时，绘画

艺术治疗被认为是最佳策略。绘画艺术治疗纾解焦虑的方式多样，

可以选择各种绘画主题，可以是传统的房树人，也可以画出对事

件的感受，或者进行《秘密花园》的涂色，长时间的绘画可以帮

助来访者转移注意力，创作的过程是一个情绪发泄和投射的过程，

绘画结束来访者看到成品后会有一种喜悦和成就感。这种集多样

性、创造性、趣味性于一体的心理治疗方式更符合青少年的心理

特点，能够更好地帮助医学生们总结疫情，重新出发！

（三）恢复生活秩序，促进自我发展

在这次疫情之中，大部分的医学生要比一般同学见证了更多

生命的意义，在最危险的时刻，他们的导师、学长学姐一直坚守

在抗疫一线，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来守护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以

艺战疫，疫情之下也涌现出了一大批的优秀艺术作品，如武汉一

中学生用 15000 个“武汉加油、中国加油”画出了自己的偶像钟

南山爷爷，如李兰娟等医护人员脱下防护服口罩后满脸压痕的摄

影作品。疫情之下，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通过对疫情主题艺

术作品的鉴赏，对每一位医学生的心灵进行了一次关于生命教育

的洗礼，要珍惜生命、敬畏生命，同时直面死亡。从广义上讲，

艺术治疗不局限于当下内心冲突的解决，更强调无意识的外化和

升华。艺术治疗支持人本主义思想，强调个体具有恢复自我、发

展自我的能力，能够在艺术鉴赏活动中提高自己的生命意识，形

成正确的价值观。

三、启示

艺术是人类心灵最好的表达方式，艺术治疗将艺术作为桥梁，

突破了语言表达的限制，降低了来访者的防御心理，通过艺术创

作洞察来访者的内心世界，丰富和拓展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

是高校寻求适合现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特点的一种新的价值

视角和尝试途径。

艺术治疗探求艺术教育和心理教育在理论、资源和方法上的

共通之处，充分挖掘其独特的教育功能，得出以下启示：

（一）树立“以生为本”的心理健康教育理念

传统的心理健康教育往往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容易让学

生产生厌倦。艺术治疗更强调心理素质的培养，在进行心理健康

教育时要时刻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学生的体验与感悟。如校园心

理情景剧大赛，将舞台交给学生本人，尽情的让他们“复演”自

己的角色，释放自己的情绪，进而达到情绪的平衡。

（二）坚持“发展取向”的心理健康教育价值

我国高校传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普遍存在着“重矫治，缺发展”

的教育价值取向。受国外心理咨询的影响，我国心理健康教育发

展初期侧重于学生障碍性心理预防和解决，忽视了对学生心理潜

能和心理发展的开发和指导。艺术治疗将发展性取向作为高校心

理健康教育的根本取向，针对大学生不同阶段的心理特点和需求，

积极引领学生成长。

（三）创设轻松自由的心理健康教育情景

艺术治疗突破了传统心理咨询的谈话模式，通过音乐、绘画、

舞蹈等丰富的艺术形式，给整个治疗和教育过程创设了一个轻松

自由的心理健康教育氛围，有助于活动参与者的不良情绪、情感

的表达与发泄。能够使同学们在艺术的轻松自由氛围中，解除心

理问题，培养积极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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