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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疗愈在高职院校心理育人中的应用研究
张海莉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54

摘 要：立足高职艺术类院校的专业特点、绘画疗愈的渊源、禅绕画的内涵，以及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客观发展，

结合绘画疗愈的独特形式，积极探索绘画疗愈在高职院校心理育人中的应用研究，引导学生表达真实自我，充分调动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结合陕西艺术职业学生实际情况，以及艺术类高职院校的客观特性，尝试开展基于禅绕画

的教学与体验活动，并将其活用于心理育人的实践活动，深切探索禅绕画在高校心理育人中应用途径和积极效应，以

期切实达到提升高职艺术类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和教育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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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higher vocational art colleges, the origin of painting healing, the
connotation of Zen around painting, and the objectiv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ombined with

the unique form of painting healing, this paper actively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painting healing in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guides students to express their true self, and fully mobilize students’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At
the same time,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Shaanxi art vocational students and the obje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art

vocational colleges, we try to carry out teaching and experience activities based on Zen around painting, and apply it to the

practical activities of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so as to deeply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path and positive effect of Zen around
painting in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o a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leve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level of art vocation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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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绘画疗愈的渊源与内涵

绘画疗法最初源于对艺术家作品的研究，经过发展最

终确立于 20世纪 40年代，主要是以大脑偏侧化理论、投

射理论和象征理论为基础，通过运用非语言的艺术表达方

式使患者的意识与潜意识进行沟通交流，从而达到治愈的

作用。绘画疗法是作品创作者、作品、治疗师三者之间互

动的过程治疗师角色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为创作者提供

安全、自由的创造空间环境，真诚陪伴创作者进行艺术创

作。这一绘画创作过程的目的在于促进创作者象征性语言

的发展、深入潜意识领域并将其艺术性的表达，最终整合

到人格，促进人格的完善，从而发生治疗性的改变。治疗

师关注的焦点不是绘画作品在审美学上的特征表现，而应

该是注重治疗过程本身以及展现的绘画作品，体会创作者

的神入过程，感受其内心的变化与成长。

绘画疗愈来源于绘画治疗，是一种表达性艺术疗愈，

在艺术参与和创作过程中，透过绘画的创作过程，通过美

术媒介和工具，用一种非语言形式，将潜意识中内在压抑

的感情与冲突呈现出来，同时在情绪情感、心灵、思想上

得到一种释放、解压、宣泄的效果，达到缓解情绪、调整

情绪、扩展自己的思维，产生感悟和思考，在情绪、认知、

行为等方面达到一种整合。同时，在绘画的参与和创作过

程中获得满足感、成就感、自信心，可修复心灵上的创伤、

填补内心世界的空白，发展个体的注意力、兴趣、能力、

关注点、人格，是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的有力补

充。

2 禅绕画（缠绕画）的内涵

禅绕画是一种全新的绘画方式，来自美国的心灵艺

术，也称头脑瑜伽、心灵的画作，在设定好的空间内不断

重复基本图形来创作出美丽图案。无需深厚的绘画基础，

无需特定的场地，一张纸、一支黑笔、一支铅笔就可以随

时随地尽情缠绕。缠绕的线条构成了禅绕画的基本纹样，

多种纹样的自由组合构成一幅完整的禅绕画。在安静环境



教育与学习 4卷 9期
ISSN: 2705-0408(Print); 2705-0416(Online)

138

下，通过缠绕纹样创作过程，人脑可以很容易的进入到冥

想状态，逐渐达到深度的专注。禅绕画素材取之自然、取

之生活，在精致的线条重复画图时，让人专注于每一个画

笔和自己的构思，发挥人无限的想象力，将感知觉、注意

力、思想、直觉、心智等整合起来，没有比较、没有对错，

跟着感觉画，自在愉悦，释放心灵，产生各种各样的可能

性，创作出自己内心的画作。

3 禅绕画的在艺术类高职院校中的实践应用：

通过增加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环节，将禅绕画

的表现样式切实贯穿于教育教学中，在设定好的空间内用

不断重复的基本图形进行创作，诸如叶子图案的表现样式

（见图 1）：1、首先在纸上画多条波浪线，波浪线凹凸处

要对称，然后在第一条线的凸起点画一条短线与第二条线

重合，形成一个叶子状，之后以此类推；2、全部画满后，

在“叶子”上下再加一条短曲线，呈现小叶子状，以此类

推，全部画满；3、最终，将“大叶子”的尖角处涂上黑

色，有点羽化效果。然后用较细的笔，在“大叶子”上画

多条同一方向的细线，可以画得随意些，不用太拘束。基

于此类基础图案的描摹，初步掌握并提升线条的掌控能力

之后，将基本图案组合并应用到更加复杂的构图中，辅以

丰富的想象力及灵活的色彩表现，通过变形与重构，创造

出更加随心所欲、更具视觉冲击的复合图案（见图 2）。

图 1 叶子图案的禅绕画形式 图 2 基础图案变形与重构

基于实践课程的图案练习与创意重构，增加学生心理

疫情和投射，通过在禅绕画中呈现引起自我不快的形象或

可以进行自我保护的形象，以起到舒缓心理压力的效果。

以下两幅学生作品即是这种情况的实例，两者兼具自我不

快与自我保护双重情感投射。在第一幅学生作品中，不同

方向的线的排布与散射，隐显出学生内心的多重压力与情

感矛盾，点的运用凸显出学生内心对处理这些潜在矛盾所

采取的方式方法，而右上角的花卉则映射出学生潜藏于意

识深处的安全感、归属感。作品 2则强调体量感的表现，

画面中的黑白色块虽然缺乏秩序感，但却充溢着饱满的自

信心和力量感。两者均体现出禅绕画的积极疗愈效果以及

积极情感的引导：1.放松地表现与安静地分享，强调对内

心深处和潜意识情感的心理抚慰，增加安全感和自我认同

感；2.引导学生想象自我力量的源泉，创作之后，更通过

分享与实践互动，重新开启积极的自我关注与全新的自我

认知；3.基于艺术类专业学生的专业特点与个性特点，结

合其构成基础与设计类课程体系构架，通过禅绕画的实践

应用，将其表现样式融会贯通于专业创意表现中，将心理

疗愈与专业表现紧密结合，将实践教学与美育德育融为一

体。

作品 1 作品 2

4 禅绕画实践应用的积极意义

生理学与心理学的实验证实：右半球与知觉和空间定

位有关，具有音乐、绘画空间鉴别能力，艺术感受力和情

绪等心理机能由右半球掌控。禅绕画的学习过程不仅可以

锻炼人的右半脑，为高职艺术类院校专业课的学习奠定必

要的实践基础，切实提升其教学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增加

学生的创意创新能力。同时，它作为潜意识内容视觉化的

过程之一，更是学生保卫自我以维持内在人格机构、表达

自我的有效途径。

4.1训练专注力

禅绕画可以吸引人的注意力，把注意力聚焦在一个图

样、一支笔上，逐渐地专注下来，变成一种持续的认知活

动，并保持着投入状态，不被打断，在这种专注力会有积

极的主观体验。伴随着注意力的专注，人会安静下来，肌

肉和神经放松，内心杂念全消，心境清澈透明，这种体验

不仅缓解心理压力，还会产生愉悦的情绪，甚至产生“心

流”状态，心流产生时同时会有高度的兴奋及充实感，会

觉得自己的每一个动作、想法都如行云流水一般发生、发

展，创作出的作品也很流畅，所有的能力被发挥到极致。

4.2让自己有一个放松的空间

禅绕画的环境是一种开放、轻松的团体环境，既可以

自己自由的画作，和大家一起安静的待在一起倾听、分享

共有时刻，让每个团体成员尽可能地自由发挥，随意地使

用线条、颜色、形状等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情绪，释放了情

绪，满足了自我主体的需求、满足了社会交往的需求，是

一种放松的社会环境，获得安全感与归属感，增加自信心

和力量感，消除内在的孤独感和其他负性情绪，有利于情

绪调节和心理健康。



教育与学习 4卷 9期
ISSN: 2705-0408(Print); 2705-0416(Online)

139

4.3提高想象力和个人创作力

禅绕画在设定好的空间用不断重复的基本图形来创

作美丽图案，没有对错没有比较只要跟着感觉画自在愉悦

就好，素材取之自然、取之生活，再加上人的无限想象力，

可以无限的延伸，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这种创造力

也会带来成就感和价值感。

4.4放下比较心，淡定平和

禅绕画中的基本图案及其固化表现模式，一方面会极

大地促进学生在绘画过程中情绪、欲念的沉静，强化自我

内在人格的潜在修复与完善；另一方面，促使学生完全释

放沉积已久的负面能量，将其逐渐转化为看似普通而反复

的图案表现。

4.5学会欣赏自己，提升自信

禅绕画中的复合图案及相关创意重构，一方面于无形

中修复了学生的内在心理障碍及青春期焦虑，为其心理防

御机制的合理架构奠定积极的自我认知系统；另一方面，

在自我认知系统合理建构的基础之上，不断引导学生个体

自我完善的过程，辅助其有效处理内心冲突，修正内心扭

曲的自我感，不断提升自信，强化自我意志及综合社会技

能，提升学生未来面向职场的心理适应能力。

4.6自我觉醒提升认知水平

禅绕画于艺术类高职院校实践教学而言尤为重要。禅

绕画的创意表现与视觉重构，对相类的艺术实践课不仅起

到辅助、强化作用，更对学生内在心理健康发展及正确自

我认知建构有着不可或缺的积极意义。一方面，充分培养

了学生创造现实美和艺术美的双重能力和审美旨趣；另一

方面，紧密结合相关专业课，拓展学生的创意思维及表现

能力，强化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内在结合，为相关专业学生

专业和职业能力综合水平的提高起到一定程度的拓展作

用。

5 综述

“禅绕画疗愈”是人最适宜的心灵表达方式，可以整

理我们杂乱的意识和潜意识，触及人所不知的心灵感受，

在这个从内向外的创作中，内心得以流动和整合，点燃和

唤醒内在的觉知，起到疗愈作用。在美好自由的情境中自

我表达，自觉关照、自我领悟，通过实现心灵的疗愈和生

命的成长。这是一种个人的、不可替代的独特方式，感受

自我、调节心理，可以静心减压、管理情绪、改善关系、

提升创造力，让身心平衡，开发内心世界，释放自己的潜

能，实现幸福的追求。与中国文化中的禅文化异曲同工，

在禅中了解自我内心感受，让个体瞬间顿悟，缠身喜悦和

心情的适宜，获取精神的满足，内心升起一种审美的喜悦，

身心合一，调节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同时，基于艺术类高

职院校学生的实际诉求及专业发展，禅绕画与专业课程的

紧密结合，对于学生专业与职业能力的双重发展更有着积

极的推进作用。

本研究正是基于上述理论，积极探索“禅绕画”的艺

术疗愈作用，用于我院学生的心理健康工作及专业实践课

的辅助学习中增强学生认识自我、发展自我、培养自省、

自信、自知、自控的能力，释放紧张压力，缓解不良情绪，

实现优化心理品质、培养审美情趣，推进学生培养良好心

理素质、健康心理水平和健全的人格和审美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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