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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1

特殊儿童指的是与正常儿童在各方面有显著区别的

各类儿童，狭义上的特殊儿童专指残疾儿童，即身心发

展上有各种缺陷的儿童，包括智力残疾、听力残疾、视

力残疾、肢体残疾、言语障碍、情绪和行为障碍、多重

残疾、自闭症、阿斯伯格综合症等类型。据中国残疾人

联合会数据统计，0-14 岁的残疾人口约占全国残疾人口

的 4.66%。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基数将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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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特殊儿童的数量也将随之增加。党中央、国务院历

来高度重视一老一小问题，一老一小也是社会普遍关注

的最大的民生问题。特殊儿童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值得

大众关注，促进其健康成长。

二、研究现状

艺术心理治疗是结合艺术与辅导、咨商与治疗的一

种心理治疗或辅导方法。[1] 与传统的治疗相比，艺术治

疗最大的特点就是为患者提供一种表达内心的媒介，进

行情绪的宣泄和感情的释放。在社会生活中，艺术活动

门类众多，文学、绘画、音乐等多种形式艺术在人们的

生活中发挥着陶冶心灵、思想教育等独特作用，但作为

一种专业的心理治疗方法出现则是在 20 世纪。20 世纪初

的欧洲，众多精神病患者在艺术创作中寻求安慰，表达

自己内心的情感。60 年代，美国和英国成为了最先通过

艺术探索心理治疗并进行相关研究的两个国家。在美国，

1961 年《美 国 艺 术 治 疗 杂 志 》（American Journal of Art 

Therapy）创立，1969 年美国艺术治疗协会（American Art 

Therapy Association，简称 AATA）成立，正式将艺术与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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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治疗结合在一起，并首次提出了艺术治疗的概念：“艺

术治疗是一种心理治疗形式，指的是利用艺术媒介、艺

术创作过程和当事人对所创作艺术作品的反应，实现对

个人的发展、能力、个性、兴趣以及内心关注点与冲突

点的反思的服务。艺术治疗提供了非语言的表达和沟通

的机会。”[2] 除此之外，英国和美国都将艺术心理治疗纳

入了高等教育体系，重视开展艺术心理治疗研究生教育，

如美国纽约大学、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德比大

学等，形成了较为系统完备的体制，走在该研究领域的

前沿。

截至本世纪初，艺术心理治疗主要有心理动力学、

行为认知、人本主义、超个人心理学四种理论取向。比

之临床治疗工作的丰富经验，许多治疗家对艺术心理治

疗不甚感兴趣，艺术心理治疗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绘

画治疗和音乐治疗，相关机制的文献很少。[3]

目前，相对国外而言，中国的艺术心理治疗正处于

起步和兴起阶段。主要表现如下：艺术心理治疗相关方

向受到广泛关注，研究态势已日趋活跃，研究视角多元

交叉，在相对繁荣的研究成果中，应用性研究更为凸显。

目前，国内已有将艺术心理治疗运用于实践的案例：在

医学领域，慢性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临床治疗中采用艺

术心理治疗效果显著；艺术治疗已用于智障儿童、肢体

残障儿童、有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儿童、器质性疾病患儿

等，获得相当的疗效 [4]；在学校教育教学中，相关研究

逐渐热门，研究对象涉及各个层次的学生及其他特殊人

群。但在中国现阶段的高等教育系统中，尚没有开设艺

术心理治疗专业的学校，仅个别院校在美术学、心理学、

教育学等相关专业下设了研究方向。与现实社会需要相

比，艺术心理治疗的人才培养与相关研究仍存在缺口，

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5]

三、探究过程

与其他群体相比，大学生群体具有良好的亲和力、

共情能力、创造力和学习能力，能够很好地与特殊儿童

进行沟通，且具有较充足的时间进行志愿服务。在国家

鼓励创新的背景下，探究将大学生群体与特殊儿童进行

联系，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发挥大学生的优势，激发其志

愿服务的热情，另一方面也可以探索帮助特殊儿童解决

心理问题的新道路，为特殊儿童带去力量。在志愿服务

之余，尝试将手工产品进行义卖，以更好地在物质上帮

助特殊儿童，并实现项目的自我造血。

（一）大学生群体具备帮助特殊儿童意愿

1. 调查概况

在此次探究中，团队首先进行了调研，了解大学

生群体对特殊儿童手工作品的接受程度和志愿服务的意

愿。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135 份，其中男生 40 人，占比

29.63%，女生 95 人，占比 70.37%。

2. 问卷统计资料分析

大学生群体对特殊儿童手工作品的接受程度。在

135 名受访大学生中，95 名表示十分愿意购买或愿意

购买，占比 70.37%，仅有 4 名表示不愿意购买，占比

2.96%。而在能够接受的价格进行调查时，80 人接受 20

元以下，占比 59.30%。从获得的数据来看，大多数大学

生愿意购买特殊儿童手工产品，但消费能力所限，价格

不能过高。

大学生群体对与特殊儿童一起做手工的接受程度。

在 135 人中，65 人表示非常愿意，52 人表示愿意，共占

比 86.67%，仅有 18 人表示一般或不愿意。因此，绝大多

数大学生愿意帮助特殊儿童，具有志愿服务的意愿。若

能进行引导、鼓励并提供途径，大学生群体能够成为为

特殊儿童提供志愿服务的重要力量。

（二）艺术心理治疗对特殊儿童心理健康的作用

1. 艺术心理治疗引导特殊儿童表达内心

团队在与青岛市市北区小百灵听力语言康复中心取

得联系后，以 5 岁左右的听障儿童为对象进行实践。由

于年龄小且个别儿童存在自闭现象，团队多采用绘画、

制作简单手工和游戏等形式与特殊儿童进行交流。其中

最主要的是绘画疗法，团队成员引导特殊儿童将自己的

内心通过绘画的形式表达。在绘画过程中，特殊儿童可

以自由的表达内心的所想所思，通过不同的形状、线条

反应内心。其中，大部分儿童所用颜色明晰鲜亮，所画



25

教育发展研究 4卷10期
ISSN: 2661-3573(Print); 2661-3581(Online)

物体为生活中喜爱的物品，说明特殊儿童同样具有丰富

的内心、观察力和表达的欲望。通过绘画，特殊儿童克

服了先天的不利条件，将难以用语言文字描述的事物进

行展现，更好的进行情绪的宣泄和内心的表达。

2. 艺术心理治疗加强特殊儿童与人沟通意愿

在前期，部分特殊儿童存在心理自闭情况，表现为

沉默寡言、不受控制等，不愿与团队成员进行互动与沟

通，多亲近相处时间更为长久的机构老师。在绘画过程

中，随着治疗的推进，特殊儿童多感到愉快、发泄和被

保护的感觉，与人交流的意愿增强。尤其在治疗的后期，

明显感到特殊儿童学会表达自己，愿意向团队成员描述

绘画作品所画内容，并逐渐扩展到其他方面话题，如家

庭成员、学习生活等诸多方面。通过艺术心理治疗，特

殊儿童与人沟通的意愿得到加强。

3. 艺术心理治疗增强特殊儿童自我满足感

由于一些身体上的先天因素，特殊儿童常处于被否

定、被忽视、被比较的境地中，这很容易导致特殊儿童

群体的自卑、自轻问题。而通过以艺术创作为主要形式

的艺术治疗，团队成员能够营造出没有竞争，没有比较

的环境，同时通过引导特殊儿童随意创作，尽情发挥，

在特殊儿童们勇敢表达自己的时候给予热情的鼓励，从

而他们能进一步感受到艺术和创作的乐趣以及被他人肯

定的满足感，同时还能够提升他们的创造力想象力，进

而建立其对艺术创作乃至自身能力的信心。自我成功与

自我满足感提高，这对于听障儿童的社会化治疗康复起

到巨大的辅助作用。[6]

四、评价与反思

（一）困难性

由于团队成员缺乏专业系统的艺术心理治疗的理论

知识学习，仍存在不够专业、过程不够顺畅等问题，若

能有专业人士的帮助将取得更大的成效。在进行实践时，

还要考虑实践对象的年龄、心理状况等，事先进行研究，

以便更好地确立艺术心理治疗的实施形式和实施方法。

（二）可行性

很多特殊儿童对艺术有着独特的天赋和较浓的兴趣，

他们愿意从事艺术创作活动，因此更需要心理治疗，在

技能和生活培训的同时也帮助他们以更好的心理状态适

应到现实生活中来。在此次探究中，团队认为艺术心理

治疗具有较大的可行性，能够帮助特殊儿童表达和传递

内心的想法，提高与人交流的意愿。而将大学生群体和

特殊儿童联系在一起，可以有效整合资源，实现公益的

优化。虽然大学生群体对有心理障碍的特殊儿童给予积

极的艺术心理治疗这一理念执行属于一个创新模式，但

具有可复制性。由于主体主要是热心公益的大学生群体，

因此只需要复制主体，学习该项目的实施开展模式就能

够继续复制这一项目，将活动内容形式继续创新，赋予

其新的活力，有利于将关爱特殊儿童心理健康的公益事

业有声有色地推进。

随着艺术心理治疗在高校中的发展，大学生群体能

够成为重要力量，为艺术心理治疗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提

供案例。由于特殊儿童数量的增加及社会对心理健康的

关注，艺术心理治疗或将成为预防和治疗心理疾病的重

要手段，为社会和谐和平等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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