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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疗法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及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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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艺术疗法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在欧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是基于创造性表现方式而著名，目前作为心理

治疗的重要方式，横跨心理学、医学、艺术等多重学科领域，区别于传统心理治疗多以言语沟通的方式，主要以提

供给个体艺术素材、增强其艺术活动经验等为主要治疗手段，包括音乐类疗法、绘画类疗法、游戏疗法以及心理剧

疗法等，助推个体获得心灵上的成长。论文基于艺术疗法的特点进行分析，理性阐释艺术疗法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

影响，洞察目前运用艺术疗法提升青少年心理健康存在的瓶颈问题，从而以期在科学设置主题、合理定位教育者角

色以及丰富实践活动等方面提出优化策略，最终提升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构建新时期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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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 therapy became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in Europe in the 1930s and 1940s, renowned for its creative 
expression. Currently, as an important form of psychotherapy, it spans across multiple disciplines such as psychology, 
medicine, and art. Unlike traditional psychotherapy, which often uses verbal communication, art therapy mainly focuses on 
providing individuals with artistic materials and enhancing their artistic experience. This includes music therapy, painting 
therapy, game therapy, and psychodrama therapy, among others, to help individuals achieve spiritual growth.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rt therapy, rationally explains the impact of art therapy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adolescents, 
and	identifies	the	bottleneck	problems	in	using	art	 therapy	to	improve	the	mental	health	of	adolescents.	It	aims	to	propos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in	scientifically	setting	themes,	reasonably	positioning	the	role	of	educators,	and	enriching	practical	
activities, ultimately improving the level of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and constructing a new paradigm for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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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艺术疗法（译自 Art Therapy）起源于史前时代，人

类在探索大自然的奥秘时，时常会对许多自然现象产生畏

惧感、恐慌感，因此在掩饰、洞穴等上面留下来诸多壁

画，以此表达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现代艺术疗法的奠

基人为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玛格丽特·纳姆伯格（Margaret 

Naumburg），其提到“自由的艺术表达是某种意义上的符

号语言，能够为心理咨询带来更多有效信息”。因此，在新

时期采取心理疗法对青少年心理健康进行现实剖析、问题诊

断，能够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的高低、影响青少年心理

健康的状态。

1 艺术疗法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

艺术本身具有文化价值、美学价值，其作为精神产品，

能够引导人们关注真实世界中的美好事物，持续提升人们审

美能力，因此具有改善、调节、丰富以及发展人们精神生活、

提高精神素养的作用。艺术疗法借助多重艺术表现形式，能

够促使青少年在自由广阔的艺术空间中酣畅淋漓的表达自

我、自由自在的展现自我

1.1 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的高低
心理健康特指个体在生理、心理方面与社会处于相互

协调的和谐状态，包括智力正常、情绪稳定、良好的人际关

系、适应能力以及内省能力等。因此，采取艺术疗法对青少

年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能够通过青少年自由创作、自在表达

以及自然领悟过程中关照自我，以真情实感建立起和外界的

联结，从而充分表达生命的“生趣”以及焕发生命的“生机”。

同时，青少年在接受艺术疗法过程中能够自然释放被压抑的

某种情感情绪，整合与表达创伤性感受，有利于教育者能够

合理诊断其心理健康品质中的“缺失”，继而开展更具有针

对性的艺术活动，最终实现青少年心理健康品质的提升。

1.2 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状态
在 2024 年 8 月由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青少年心理健

康地图》中表明，在巨大的学业压力、同伴关系等影响下，

约 85% 的青少年心理健康状态表现出中等或较高，约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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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少年表现出明显的心理健康问题。由此可见，目前青少

年心理健康状态不容乐观。艺术疗法作为一种治疗技术，能

够促使青少年在艺术鉴赏、视觉艺术创作、体验等活动中，

降低自身皮质醇水平（压力荷尔蒙），有效缓解其紧张情绪，

分散其对痛苦的关注力。同时教育者在组织青少年在开展艺

术活动时，能够促使其在绘画、陶艺等创作活动，充分表达

自我感受，唤起身体自我感知能力，从而培养其自尊、自我

接纳能力，最终改善其心理健康状态。

2 运用艺术疗法提升青少年心理健康存在的
问题

2.1 主题设置不合理，难以有效捕捉疗愈契机
艺术疗法作为强大的心理疗愈工具，能够基于心灵的

治愈力，通过个性化、创造性表达来提供情绪情感的释放，

实现自我疗愈，其艺术表现形式较多，如音乐、绘画、舞蹈、

心理剧等。教育者应基于青少年心理科学厘定合理主题，才

能有效捕捉疗愈契机。但是目前在艺术疗法运用于青少年心

理健康提升前，教育者对于主题的选择呈现散漫化、随机化

的特点：散漫化体现在教育者没有依据青少年心理健康核心

问题主线进行系列设计，导致主题契合性不强；随机化体现

在教育者往往依据自身经验进行主题设置，而在实施过程中

没有实行动态调整，难以充分发挥青少年的自主性。

2.2 教育者角色不成熟，难以发挥疗愈作用
在《“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指出青少年心理健

康问题不容忽视，应大力组建专业化队伍，为开展青少年心

理健康活动奠定人才根据。但是，目前艺术疗法的开展多集

中在学校，并由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所担任。心理健康教育教

师往往以传统“师者”角色观察、介入学生艺术实践活动，

并给出成人视角的点评，严重桎梏着青少年艺术创作自由

性、自主性的发挥，艺术疗法的实效自然无法彰显。

2.3 实践活动设计不合理，无法激发青少年兴趣
艺术疗法的艺术表现形式较为丰富，能够有效激发青

少年兴趣。但是目前艺术疗法在青少年心理健康提升的运用

中，教育者一方面难以为青少年创设适宜、真实的艺术情境，

多集中在教室内开展，导致青少年无法沉浸式投入其中，难

以充分表达真情实感；另一方面教育者提供的实践活动形式

较为单一，并没有将绘画、音乐、舞蹈、心理剧等多元形式

进行整合，导致青少年在长期单一化的实践活动中逐渐丧失

兴趣。

3 立足艺术疗法，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

在艺术疗法之下，青少年心理健康应立足于积极心理

品质的建立，即要求在整合艺术学类领域内容与心理健康教

育领域的基础之上而形成以推动青少年持续健康发展的积

极取向，最终系统完整、有计划、有目的的提升青少年心理

健康品质和水平。因此，艺术疗法既要求教育者能够根据青

少年心理健康核心问题主线预设主题，又要求基于平等对话

构建合理的双方关系，从而才能以丰富的艺术实践活动为锚

点，从引导释放、积极引导、促进发展的角度，高效防治青

少年心理问题，最终实现其身心健康、全面可持续发展。

3.1 科学预设主题，寻求艺术疗愈契机
首先，艺术疗法的作用原理在于其通过开展艺术类表

达活动，为青少年提供了情绪情感宣泄、深度交流、潜意

识显化的途径，从而使得其获得慰藉和愉悦。因此教育者

在预设主题时，应通过卡特尔人 16 人格因素问卷、艺术

治疗 HTP 测试、青年人格调查表（Personality Inventoty for 

Yotlth，PIY）以及症状自评量表（SCL-90）等先行诊断青

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沿着问题主线预设问题，才能寻求艺术

疗愈的最佳契机。例如，对于有情绪控制方面问题的青少年，

可选择音乐疗法；对于有自我认知问题的青少年，可选择舞

蹈疗法，促使其在自发性舞蹈动作中，充分联结自我意识和

潜意识；对于有人际沟通问题的青少年，可选择绘画疗法，

促使其在想象力发挥中增强自尊心，主动融合社会、他人。

再次，在艺术疗法介入青少年心理健康活动的安排上

应进行提前预设和调整。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有着必

然的生成原因以及表现规律，因此教育者必须有着明晰的介

入线索和逻辑，依据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表现规律、成因等

预先制定艺术疗法介入方案，并随时根据青少年兴趣进行调

整，以便于提高介入成效。例如，在开展绘画艺术疗法中，

教育者可以先预先动物等主题，以调动青少年绘画活动兴

趣；在青少年进行绘画创作时，逐个了解个人偏好，从而分

解出鸟类、昆虫类、鱼类、家禽类等不同主题，以满足青少

年个性化偏好，不但能够提升其参与度，而且更能够促使其

舒适的绘画领域中释放自我真实情绪。

3.2 端正服务者角色，发挥艺术疗法作用
一方面，对于教育者而言，在开展艺术疗法介入青少

年心理健康活动时，应充分尊重青少年创作自由，端正服务

者角色，才能有效发挥艺术疗法的作用。青少年在艺术创作

过程中会表现出个性化的想象力、创造力，其自主性、自由

性应得到教育者的保护和鼓励。因此，教育者在非必要的情

况之下，不应该对青少年儿童的艺术创作进行介入指导，甚

至在面对偏离预设主题的情况下，也应鼓励青少年在艺术活

动中积极表达。

另一方面，教育者在开展艺术疗法活动时，应做好倾

听者与观察者的角色。作为倾听者，教育者应基于真诚态度、

平等视角解读青少年的整体表现，从而在其内心激发其被尊

重、被理解的情感，才能真正促使其逐步放松，最终在艺术

活动中展现真实自我。作为观察者，教育者必须理性认识到

青少年有着天然的“向师性”，对成人有着敬畏感，从而极

有可能在艺术活动中桎梏天性的发挥。因此教育者应敏锐观

察、捕捉青少年在艺术活动中展现出的情感情绪、个性等，

为随时调整艺术主题、诊断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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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创设真实情境，丰富实践活动，优化艺术疗愈
第一，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Carl Gustav Jung）

认为“弱化意识的功能”在于素材的提供，只有在理想环境

中，才能引导个体进行自发性幻想。因此，环境建设是艺术

疗法效果充分发挥的“根与魂”。教育者应依据预设主题，

结合青少年兴趣偏好，打造人性化、艺术化、生态化的真实

情境，为青少年提供充满人文艺术的疗愈空间，能够有效延

展艺术疗愈的空间。如在以“自然”为主题的绘画疗法中，

教育者可带领青少年走向公园、田野，鼓励其通过真实的视、

听、触、嗅等感知自然，才能引发青少年内心情绪的冲动，

最终全身心沉浸在艺术疗法的良好氛围之中。

第二，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是各级各类学校工作的重

中之重，因此打造艺术实践平台，开展丰富的艺术实践活动，

能够优化艺术疗愈效果，促使青少年健康成长。学校可联合

当地社会艺术团体、青少年宫等开设“艺术工坊”，开展有

关音乐、舞蹈、绘画、影响等方面的美育探索活动，鼓励学

生在不同艺术领域大胆表现自我、相互学习。“艺术工坊”

可结合四季、传统节日等开展积极向上的实践活动，如在春

季开展“寻找春之歌”的系列音乐活动、夏季开展“寻找夏

之舞”的系列美术活动、秋季开展“寻找秋之韵”的系列舞

蹈活动以及冬季开展“寻找冬之剧”的系列心理剧，能够促

使青少年在感知大自然的艺术实践活动中丰富自我情感体

验、建立自信心以及形成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

4 结语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的颁布，引起了

人们对心理健康的重视，艺术疗法作为一种新形式，正在被

逐步融入心理健康服务领域，不仅仅在医学治疗领域作为非

药物治疗方法受到重视，而且在教育领域逐渐崭露头角。艺

术疗法的受众对象从特定人群逐步扩展到普通人群，在提升

人们生活品质、强化美好生活理念、疗愈内心创伤等方面发

挥着作用。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发展应借助艺术疗法的优势，

科学预设主题，寻求艺术疗愈契机；端正服务者角色，发挥

艺术疗法作用；创设真实情境，丰富实践活动，优化艺术疗

愈，促使青少年正确认识自我、合理表达情感、科学探究世

界，最终实现身心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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