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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性艺术治疗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

美术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周奇辉

（潇湘子艺术工作室　北京　100875）

【摘　要】小学阶段的学生由于年龄的限制，语言表达能力稍显欠缺，更喜欢用绘画的方式表达自身对于外界事物的感受。

如果仔细观察学生的绘画作品，不难发现学生丰富的内心世界，能够感受到学生想要表达的感情，从而有针对性地对小学生进行

心理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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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表达性艺术治疗概述
表达性心理治疗是一种通过游戏、绘画、舞蹈等艺术媒介

的心理治疗方法，用非口语的沟通技巧释放情感，帮助当事人
处理情感困扰，并且寻找更加适合当事人应对刺激的表达方式，
更妥善地宣泄自己的情绪，以更好地应对外界事物的刺激，实
现有效的心理治疗。表达性治疗在治疗的过程中通常能够挖掘
出更多的灵感和潜能，促进当事人创造力和洞察力的发展，与
此同时减少当事人的防卫心理。让当事人主动地、不知不觉地
将自己内心深处的状况表达出来。这种新型的治疗方式常常用
在个案的治疗中，让当事人能够在治疗的过程中打开内心，放
下心里的防备，舒展自己的内心世界。同时，这种表达方式能
够让一个人将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表达在作品中，帮助他们正
视内心的想法和情感的存在，完成身心释放。由于绘画作品的
持久性，并且可以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原来的样子，不容易
被外界扭曲或者改变，可以帮助其在一段时间后仍然能够回顾
当时的创作情形，并且在回顾的过程中产生新的想法和情感。

二、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小学生心理状态
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教育质量不高。

由于大部分的家长文化程度不高，缺乏一定的教育常识，少数
民族地区的儿童在学前教育阶段未必能受到一个良好的教育。
即使以后进入到小学的学习阶段，也会因为学校的教学设备陈
旧，师资力量薄弱，教育质量依旧处在低迷状态，再加上教师
的教学观念陈旧，教学方法单一，学生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也
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学生体会不到学习的乐趣和意义，即便
是在学校也感受不到校园生活的快乐和幸福。此外，应试教育
也长期影响着教育，有相当一部分教师仍然认为教育的功能就
是教学，忽视对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关注，导致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存在心理问题也得不到学校或者教师的及时疏导和帮助。
与汉族儿童不同，少数民族儿童的性格更内向或者有内向倾向
的儿童更多，他们大多很安静、不太合群，而外向性格的少数
民族儿童很少。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少数民族地区
大多地势较为偏远，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相对匮乏，而
且大多数的家庭还是传统的大家长制家庭模式，儿童的生活活
动范围相对局限、压抑，生活内容简单等等，种种原因造成了
少数地区儿童性格偏内向。而且，从性别来看，少数民族女童
的情绪不稳定性更高，他们大多容易生气，焦虑和不安，不容
易控制自己的情绪。这种情况的可能原因是少数民族地区受到
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较大有关，女孩子在家庭中往往是被忽视
的那一个，得不到长辈应有的关心和爱护。

三、表达性艺术治疗在少数民族地区美术课程中的应用
（一）完善表达性艺术治疗的基础设施
心理健康教师要在实际的教学中要和有心理问题学生的家

长保持密切的联系，并且要针对学生的心理问题和家长进行更
加深入的交流，形成家校合力。从生活和学习的各个方面关注
小学生在治疗过程中的变化，并且要做好相关的记录，最终能
够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除了和家长进行及时的沟通之外，心
理健康教师还可以其他学科教师一起共同关注学生的变化，当
学生需要帮助的时候，及时地给予学生关爱，让学生感受到教
师深深的爱意和充分的尊重。当学生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

及时向教师求助，而不是因为惧怕教师而隐瞒。教师还应该积
极地鼓励学生通过绘画或者倾诉的方法来处理负面情绪，以此
保证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因此，教师应该联合各方的力量建
立一个关爱学生心理健康的团队，为学生搭建平台，将学生培
养成为积极的、向上的、热爱生活的人。

（二）课堂中利用表达性艺术治疗，让学生表达情绪
学生和教师有距离感是在教育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尤

其是小学阶段的学生，当学生在心理方面遇到问题时，学生不
是选择先向教师反映情况，而是因为内心对教师的恐惧感和压
迫感选择向教师隐瞒实情。这对于心理教育工作是十分不利的，
因为心理健康教师无法真实地掌握学生的内心实际状况。即使
采用绘画治疗方法，学生也会因为害怕不敢表达内心，从而影
响实际的治疗效果。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教师首先要做的
是转变自身角色，将自己变成学生的朋友，扮演一个倾听者的
角色，让学生明白教师是能够帮助他们的，从而让学生敢于表
达内心，投入到绘画治疗当中，增强治疗效果。

（三）探索绘画作品，帮助宣泄情绪，探索自我
绘画治疗虽然可以帮助教师深入了解学生的心理状况，也

能够帮助学生有效地排解自身的负面情绪，但在实际的教学中，
心理健康教师不仅仅只是选择这一种治疗方式，还应该以绘画
治疗为主、多种方法并存的治疗方法，有针对性地为学生提供
更加合适的治疗方法。最终能够引导学生通过不同的途径冷静
地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帮助学生树立积极向上的心理，勇敢
地面对困境并且走出困境。例如，在开展关于攀比心理教学的
时候，教师可以先让学生列举一个各自心目中的攀比行为。列
举形式不限，可以用绘画的形式进行表达，也可以选择用讲故
事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不仅可以掌握学生心目中对攀
比的认知情况，还能够感受到学生对攀比这一现象的看法，了
解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对学生进行了相关的了解之后，教师
需要总结学生的心理状态变化，并且对于有心理问题倾向的学
生进行格外关注，帮助学生摆正心态并采取纠正措施。

四、结语
综上所述，心理是控制人类活动的重要因素，对人类的生活

和学习起着很大的影响。教师可以在教学的过程中积极地探索更
加有效的绘画治疗，并且利用绘画治疗帮助学生通过绘画表达自
身的情感。让学生在治疗的过程中能够正视自己的心理问题，建
立正确的心理认知。当学生出现心理问题的时候，不会产生慌乱
和焦虑的不良心理情绪，使学生能更好地学习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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