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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利用绘画分析促进幼儿心理健康的实践研究 
◆李海燕 

（南阳市第一实验幼儿园  河南南阳） 

 
摘要：现如今，我国的幼儿教育在不断的完善，幼儿期的绘画是情感的

培养，是情绪的宣泄，是发挥幼儿想象力及创造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同

时也是锻炼幼儿的意志、增强自信心的机会，可见绘画对幼儿心理健康

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文章所涉及的内容即是关于绘画中渗透心理健

康教育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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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明确指出：幼儿园必须树

立正确的健康观念，在重视幼儿身体健康的同时，要高度重视幼
儿的心理健康。由于家庭矛盾、父母角色缺失、幼儿园、社会教
育不当等问题。幼儿出现了大量心理健康问题，有些孩子已经偏
离正常发展的轨道，影响了身心健康成长。幼儿心理健康已得到
教师、家长乃至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幼儿时期是心理健康教育
的黄金时期。在幼儿园里，当孩子们不假思索的涂涂画画时，那
些作品正是一条通往孩子内心深处的神秘通道。因此，绘画是一
种非常适合幼儿年龄阶段的表达性艺术心理治疗方法。处在 3—
6 岁的幼儿由于年龄特点，语言发展比较欠缺，很难能用恰当的
语言表达他们的某些想法，无法清晰明确的说出自己的情绪以及
感受等。在临床心理学中，给幼儿铅笔、橡皮、水彩笔、蜡笔等
绘画工具以及几张白纸，请他们在白纸上描绘一些图画，让幼儿
作画，进行潜意识的表达。心理咨询师根据一定的标准，对这些
图画进行分析、评定、解释，以此来了解作画幼儿的心理现象、
功能，给予心理辅导。 

1 涂鸦期（2-4 岁）  
基于肌肉运动的最早的图画，随后成为心理活动的表征；各

种各样的涂鸦包括无序乱涂、纵向乱涂和画画，这个时期的后期，
儿童可为自己的涂鸦命名。曾有研究者也试图对涂鸦的阶段进行
划分。罗恩菲尔德把儿童的涂鸦阶段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无序物
控制的运动，画面常出现混乱和无组织状态；二是线性涂鸦，重
复动作，建立起一些动作活动的协调性和控制感；三是圆形涂鸦，
对动作表现出更高的控制能力，这需要更多的运动能力和复杂的
动作；四是命名涂鸦，儿童把动作与想象经验联系起来，从单纯
的肌肉运动转向想象思维。 

2 在幼儿园里，我们还创设了很多情感、情绪专栏 
如：表情树、情绪栏、表情天气等，让孩子尽情表达自己的

情绪、情感。又如：创设了情绪角，请小朋友自由的在这个区域
里把发生的开心、快乐或者难过、伤心、生气的事情画出来、说
给好朋友及老师听。通过绘画将问题表达出来，通过绘画表达心
里的不适，从而缓解幼儿焦虑、恐惧等症状。孩子们画出了自己
的喜怒哀乐，用图画传递着比语言更加丰富的信息，我们在对他
们的画的进行严格专业的解读后，给予及时的心理辅导。如：引
导孩子把情绪发泄出来，和孩子一起做深呼吸。又如：把画完的
“害怕”的东西，给它添上铁栏杆、围墙或者房子关起来，让“怪
物”再也出不来了。有时，我们还把这些“怪物”即把绘画纸揉
成团当球扔、踢，解除了他们心头大患。孩子们感受到轻松了，
内心的压力得到了释放，情感也得到了宣泄。绘画既不会让他们
感受到威胁，也不会让他们难堪，是一种有效减压、放松和调节
心情的心理治疗方法。很多孩子还享受到由作画本身带来的开
心、愉悦。 

3“命名性涂鸦”阶段 
这一阶段，幼儿虽尚未能把物体画得很好，但经可以借助图

画表达一些意念，还可能一面画画一面喃喃自语，画完了还会帮
这幅画命名。如画鸡的时候，他还可能画一个太阳配上去，或画
一个鸡一起玩；画树木时，还可能画上一些果子。画完了，还可
能帮这幅画命名。  

这一阶段，由于幼儿个性的不同，他的画可能还有许多地方
画得不太像实物，但大人们不必讲究画得像不像，我们的主要目

的是让幼儿表达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培养他的兴趣，借绘画疏导
他的情绪，让他的心智得以健康成长，锻炼他的小肌肉，促进其
素质的提升。  

这一阶段，我们可以引导孩子掌握一些画画的知识，注意握
笔的姿势矫正，注意绘画环境的光线，注意使用颜料安全。还要
注意幼儿的情绪变化：1. 在指导画画知识可能与幼儿的想法发
生矛盾，产生不同看法，这时我们就要用弹性的办法，既注意知
识性原则，又要照顾到幼儿的兴趣趋向性，注意折中，不固守教
条。2. 注意题材的趣味性：鸡、鸭、鹅、猪，树、草、花、虫，
这些贴近生活的物象依然是主要绘画对象。3. 这一阶段要逐步
扩大幼儿的视野，丰富幼儿头脑中的物象，以便逐步提高其对画
画的分辨能力。可以给他们提一些画册，也可以有意识地去观察
周围的事物，如树林、田野、花朵、蝴蝶、溪流等，开阔孩子的
视野，诱发他们观察事物的兴趣，培养其对周围一切的好奇心和
敏感力。观察时，注意引导他们从正面、侧面、背面等多角度地
观察物体，还要引导他们注意观察物体的特征。  

4 注意儿童绘画中情感表现的复杂性  
为了理解儿童绘画中的情感表现，首要是尊重儿童绘画表现

的复杂性。每一个儿童经历的情感问题是各不相同，用绘画来评
价情感发展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为了理解儿童自发绘画中的象
征内容，需要去分析画中的结构性元素，包括线条、形状、颜色、
大小以及画面的整体布局。绘画中的情感内容有不同的表现形
式，并受到包括年龄和背景在内的情感多因素的影响。从逻辑上
看，寻找儿童绘画中所表现出的潜力同样重要，特别是要发现那
些在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过程中可以得到强化的情感力量，这种
力量将能够支持干预儿童的生活。  

5“控制性涂鸦”阶段 
这一阶段，幼儿经过锻炼后，小肌肉得到增强，动作协调能

力也会控制得好一些。幼儿作画的界面感加强了一些，不会像第
一阶段那么凌乱了。  

这阶段，幼儿可能会画一些生活中观察过的物体，并能画出
物体的一些特征。比如，他们可以画小鸡，或画小鸟，或画斑马，
甚至鹿。这时我们就要给予更多的鼓励和引导，让幼儿坚持下去。  

结语 
让我们把关爱的目光倾注于幼儿稚拙的画面上，那里面闪耀

着幼儿原创的灵性和美丽的梦想。在科学合理的呵护下，美术将
激发那些充满想象，充满创造力的生命，丰富的想象和勇敢的创
造将使幼儿受益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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