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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术教育是学前儿童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术和心理学虽然分属于不同学科，但有关儿童美术

行为与心理学相通之处的讨论一直备受关注。精神分析学家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对学前儿童美术行

为做出了心理学解释，用以阐述美术行为的产生机制。幼儿教师若能掌握美术心理学相关的理论知识，

并有意识地运用到实践中，不仅能够培养幼儿的创新思维，还能有效改进教育工作。本文从精神分析理

论出发，探索美术心理学在教育实践中有何实际应用，以期帮助教师更好地组织美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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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reschool children’s daily life. Although art and psychology 
belong to different disciplines, the discussion on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children’s art behavior 
and psychology has alway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Jung’s theory of “collective unconscious” has 
made 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of preschool children’s art behavior, which is used to exp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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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chanism of art behavior. If preschool teachers can master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re-
lated to art psychology and consciously apply it to practice, they can not only cultivate children’s 
innovative thinking, but also effectively improve educ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sychoanalysi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art psychology in educational practice, in order to 
help teachers better organize art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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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幼儿美术心理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正处于特殊文化环境下的儿童心理问题，美术教育是一门艺术环境

元素，对幼儿绘画心理的产生、发育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不但可以提高幼儿艺术特殊能力的开发，而且

还应促进孩子情感、品德的成熟[1]。因此，在学前期的美术教学过程中，优秀的幼儿教师需要掌握一些

与儿童美术行为相匹配的心理学知识，并具备制定相应教学计划的技能。 
精神分析理论是 20 世纪以来的主要思潮之一。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意识、前意识、

下意识、和无意识在他的理论中反复出现[2]。他主张把心理学研究的视角从传统意识和行为引入到人类

无意识层面的童年经验上。在精神分析理论下，人的意识如同露出海平面的冰山一角般位于心灵的最表

层，无意识犹如海平面以下庞大的冰山主体一样被压制在意识的下方。精神分析心理学经历了短暂繁荣

后逐渐出现了分歧，弗洛伊德的学生荣格等人质疑他的理论。荣格认为无意识分为表面无意识和深层无

意识，而弗洛伊德只研究无意识的表面，荣格将其命名为个人无意识。后来荣格又提出集体无意识的概

念，它是由人的本能和原型组合成的。每一种遗传趋势都可以储存在其中，这种遗传倾向是人对事物表

象的潜意识力量，可以通过人脑的结构代代相传[3]。从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出发，学前儿童美术行为是

其集体无意识、个人无意识与意识相结合的产物。 

2. 学前儿童美术行为的心理学解释 

2.1. 艺术创作是人性力的转移与升华 

精神分析派的创立者弗洛伊德是将精神分析心理学进行艺术心理研究的奠基人。他认为，艺术形成

的基础力量就是人的无意识领域。人的艺术创作也需要人性的转移和升华，艺术想象是人的自我本能欲

望的替代性满足，是对被压抑的愿望的表达。 
弗洛伊德是性泛论的支持者，在他的精神分析理论中，人类有两大与生俱来的本能。首先是爱与生

存的本能，包括性欲本能与自体生存本能，例如幼儿通常喜欢得到父母、老师的抚摸；其次是攻击与破

坏的本能，例如幼儿常见的攻击性行为。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自于精神病的病例分析和临床治疗。由于群

体的特殊性，所以这种性泛论如果不加取舍地全盘应用于学龄前儿童，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失偏颇的。但

我们需要明确的是，传统上的性一般被看作只和性行为相关，只是两性之间相处的快感的行为。而在弗

洛伊德的分析中，性应该具有更加广泛的意义，不仅包含两性之间的快感与生殖，更应该包括一切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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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的、友好的冲动，以及一切具有爱和被爱的行为[4]。基于此，弗洛伊德指出，人的艺术创作是性力

的转移与升华，也就是本能的冲动向着社会认为对自己有利的、能够得到赞许的思想活动的自行转变。 

2.2. “集体无意识”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弗洛伊德的学生荣格创造性地发展了他的精神分析学说，但与弗洛伊德不同的是，荣格提出了“集

体无意识”理论来巧妙地揭示儿童艺术创作行为产生的原因。 
相比于弗洛伊德，荣格给予“无意识”的价值内涵更加丰富。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仅停留在个人层面，

他认为无意识就像一个容器，里面盛放着一些个人不愿意记起甚至不得不忘却的东西。而对于荣格而言，

无意识不仅存在于个人层面，还有存在于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层面的集体无意识[5]。集体无意识是指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全人类社会经历了多次反复而产生的一种深刻心理构造，它是一种通过获得性遗

传的方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反应能力。它虽然不能被人类感知，却是永远活动且富

有创造性的。同时，荣格指出弗洛伊德并没有认识到无意识真正本质上的价值，他仍然局限于在意识能

够辨别的范围内探讨无意识的内容，这是一个根本上的错误。 

2.3. 艺术创作是集体无意识的体现 

在荣格看来，艺术创作是一种非自由的，由无意识支配的自发活动。《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

中指出，艺术是一种天赋的动力。它抓住了一个人，让他变成了它的工具。艺术家并不是一个拥有自由

意志，追求达到其个人目的的人，而是一个允许艺术通过自身达到它的目的的人[6]。 
意见不同之处在于，弗洛伊德认为艺术创作的力量来源是性的冲动，而荣格持强烈反对意见，他相

信人类的创作激情来源于先天就植根于集体无意识深处并获得全部力量的崇高理想和伟大报负。在荣格

看来，作家就成了集体无意识表达自身的载体和工具，根植于集体无意识当中的创作热情从艺术家的笔

下迸发出精彩绝伦的艺术作品。这种集体无意识理论反映了人类早期的多种行为模式，虽然不为意识所

知，但是却决定着人类的各种心理活动和行为，艺术创作就是集体无意识的体现之一。 

2.4. 儿童美术行为是集体无意识、个人无意识与意识相结合的产物 

从荣格的观点出发，人的心理构造中不仅有集体无意识，还有个人无意识的存在。这是一种具有高度

无意识自发性的后天无意识，是个人的生活习惯、经验、梦想信念等在心灵深处积淀的结果，主要内容是

感情调节情结。在儿童的艺术创作中，个人无意识所反映出的情感调节作用较成人而言更加显著。受到语

言发育程度的限制以及个人无意识的影响，儿童有时说不清也道不明为什么要这样进行艺术创作，只是内

心认为愿意这样；同样，在他们欣赏艺术作品时也说不清楚为何喜爱这幅作品，只是觉得心里就是喜欢。

其中的奥妙就在于这一对象具备了符合个体的某种心理结构的内容，而这部分内涵则被主体直觉地把握到

了而这些内容被主体直觉地把握到了[7]。这种奇妙的现象，就是因为受到了个人无意识的影响。 
根基于精神分析理论，儿童美术行为是集体无意识与个人无意识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一种创造力驱动的结

果。这种动力导致他们出现不自觉的美术创作冲动，在意识的作用下形成美术行为，其中单纯而敏感的艺术

魅力反映了人类早期祖先的某些精神特质，体现出一种神秘与不可理解的独特魅力。也正因如此，艺术大师

韩美林坚持把作品当成孩子来画，一幅幅憨态可掬、灵动有趣的动物水墨画在他笔下栩栩如生；毕加索说他

一直在向儿童学习绘画，为后世留下的艺术瑰宝总是以其大胆新奇、色彩艳丽的特点而夺人眼球…… 

3. 学前儿童美术行为的心理学解释在教育中的实际应用 

基于精神分析理论对学前儿童美术行为产生机制的解释，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学前儿童的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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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幼儿园、家庭开展美术教育活动目的不仅仅在于提升儿童的绘画技能，而是让儿童在兴趣的驱使

下进行艺术创作，同时获取愉悦感。教师应该积极学习美术心理学知识，拓展学前儿童的学习视野及思

维，使其获得更好的美术熏陶，进一步提高学前儿童的综合创新能力。 

3.1. 构建完善健全人格的教育目标 

精神分析理论对于学前儿童美术行为的解释启示幼儿教师要正视美术教育目标。学前教育作为人一

生发展的初级阶段，教育者应当认识到每个儿童都有潜在的艺术创造力，并引导儿童自觉的绘画创造活

动，把美术教育的目标放到儿童健全人格的完善上，而不是美术技能技巧的训练上。 
在现代幼教课程理念的指导下，幼儿教师应该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坚持完善人格的教育

目标，把活动的主体交给幼儿，允许儿童作品多元化的表达方式。在实际教育情境中，教师应帮助儿童

树立积极正向的创作动机，并从其认知发展特点出发开展教育活动。教师不应过分注重绘画技能的培养，

而要引导幼儿在感受、欣赏艺术的同时运用自己喜爱的方式进行艺术创作，从而完善儿童健全人格的培

养。例如开展“我的自画像”美术活动时，教师可以先借助镜子引导幼儿观察自己的面部特征，并且寻

找自己与同伴的异同之处，再提供画纸、卡纸、水彩笔、剪刀、陶泥、彩线、塑料片等活动材料给幼儿，

让其大胆构造，搭配色彩，通过绘画、粘贴、剪贴等方式制作出有独特见解的自画像。如此一来，幼儿

既能认识到自己和他人的共同之处，又懂得了自己是独一无二并且不断成长的，可以更好地帮助他们增

强自信心。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立德树人，幼儿教师面对 3~6 岁的幼儿时更要注意保护其自尊心，开发

其创造力，培养其专注度，造就一个个各方面全面发展的完整儿童。 

3.2. 选择兼备外物与同心的教育内容 

精神分析理论中幼儿意识发展的局限性要求教师根据实际情况，选取适宜的教育内容。一方面，教

师们需要选择一个遵循并发现人的深层无意识本身的道德秩序和运动规律，即具有类主体性的结构；另

一方面，选择的对象要满足学龄前儿童本身特殊的生活习惯、意志和趣味。 
首先，类主体性结构材料的使用保证了幼儿在活动中的主动性，遵循了幼儿的“最近发展区”，能

够最大化地发挥幼儿的主体性地位，给予幼儿充分的创作和想象空间。其次，符合幼儿生活经验的材料

往往贴近日常生活，使之兴趣和需要得到最大化满足。一方面，符合幼儿兴趣的材料有助于融合其生活

经验，充分调动儿童的参与欲望和积极性；另一方面，教育者往往可以在活动中鼓励幼儿调动多种感官，

以此来达到全面发展的目的。例如，教师可以引导幼儿通过拓印蔬菜水果的方式来熟悉它们的切面，同

时锻炼幼儿使用剪刀、切片纸、泥工板的能力。洋葱是幼儿生活中常见的蔬菜，它不管是横切、纵切还

是斜切，都可以得到非常好看的切片，而且不同切法所获得切片的形状和肌理也有所差别。教师可以让

幼儿沾染不同颜色的颜料在纸上拓印，然后在拓印的痕迹上自由添画。幼儿通过大胆想象、独立思考，

也许会创作出金黄的小鸡、红色的七星瓢虫、灰色的猫头鹰、橘色的蝴蝶…… 
如此一来，外物与内心便容易达到同构的平衡状态，儿童在活动中“跳一跳，能摘桃”，他们美术

能力的发展和审美心理的建构也能有更大的进步。 

3.3. 采取富有表现力的新奇教育媒介 

艺术是由材料体现物质媒介，将材料转化为有形的视觉作品的创作过程，多种物质媒介的运用是众

多当代艺术所共有的特征[8]。由于学前儿童具体形象性的思维特点，直观生动的教育媒介能够充分调动

幼儿的思维和想象力，从而促进幼儿在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中参与艺术创作活动。因此，在

对教学媒介的选择方面，老师应该注重选择表现力强的、新颖的媒介，将其作为激发、释放儿童艺术天

性和想象力的途径与工具，充分调动幼儿对物质世界的探索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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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是最好的活教材，其实幼儿周围的生活世界早已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精彩纷呈的材料王国。教

师只要把材料稍加处理与改造，便会促使幼儿对物质媒介开展一次深刻的认知与创作。儿童美术教育的

目的不仅仅在于美术本身，更不只是让幼儿掌握简单的绘画技巧，而应该包含更广阔的领域。例如，在

专门的美术教育活动上，教师可以提供铝丝、塑料片等材料制作雕塑，使用颜料和画布进行染织；此外，

幼儿园还可以开辟出独立的美工坊，开发专门的铁艺、木工等技能课，有针对性地培养幼儿的创造兴趣。

教师选用新奇而又富有表现力的教育媒介，才能激发幼儿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儿童美术教育也才能

开辟出一条受幼儿喜爱的适宜的发展道路。 

3.4. 扩展幼儿感性经验的获得途径 

感性经验是幼儿创造性行为产生的源泉和动力，也是开展美术活动的必备前提。精神分析理论启发

幼儿教师要开拓多样化的途径和方法，让儿童运用多种感官获得丰富的感性经验。 
幼儿通过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来获取知识，通过接触具体事物来感受信息、积累大量的

感性经验。幼儿能够获得何种感性经验，学习材料和学习方式本身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在美

术活动中，教师要拓宽感性经验的获得途径，充分调动学前儿童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的综合，培

养幼儿手、眼、脑协调能力的发展，让日常生活中的感性经验蕴含更大的学习价值。例如，教师在开展

美术活动“秋天的颜色”之前，可以先行开展一系列铺垫活动，在带领幼儿户外散步时有意识地引导幼

儿观察秋天的动植物、天空、地面等，鼓励幼儿摸一摸、看一看、闻一闻，并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和自

由去探索、收集、加工材料。等到幼儿在日常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感性经验，教师再组织一次个性化的

美术活动，一定能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3.5. 激发审美情感的过程性指导策略 

基于“集体无意识”理念，艺术创作是一种由无意识支配的自发活动，幼儿教师在活动中应该注意

激发幼儿的审美情感。学前期美术教育关注的重点不应该是技能的重复练习和知识的机械灌输，而是要

在活动过程中提高幼儿参加美术活动的自信心，从而培养幼儿的耐心和创造力，充分激发幼儿在美术活

动中的积极情感和内在的创作欲望。 
当幼儿在进行艺术创作或美术欣赏的时候，教师应尽可能避免打扰到其原创的思路。但当幼儿没有

想法甚至毫无头绪之际，教师也要做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不能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幼儿。给予

幼儿自由表达、宣泄情绪的合理空间，引导发展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和专注力，才能有效地帮助儿童

最终成长为具备美好心灵、具有高尚审美情趣的人。例如，在选取欣赏活动的作品时，教师可以优先考

虑那些介于抽象和具象之间的艺术作品，如莫奈的《睡莲》、科克的《埃平森林》等。这些作品不仅有

着易于儿童辨认的绘画形象，而且在线条、色彩、构图方面有着鲜明的特色。整体感受艺术作品之后，

教师便可引导幼儿关注细节，进行色彩、构图等艺术语言的分析和欣赏，从而唤起幼儿已有的知识经验，

激发和丰富审美情感。 
同时，教师应该树立“重结果的同时更重过程”的素质教育观，注重美术活动的过程。在指导美术

活动时尽量减少过度干预，给予幼儿一定的自由，鼓励他们在创作中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相比于美

术活动的成果而言，幼儿在活动过程中萌发的审美情感和创新激情更加重要。 

3.6. 实施幼儿为本的多元化教育评价 

学会高效的教育评价是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必经之路，教育评价有助于教育者了解美术教育活动的

适宜性和有效性，帮助教师发现活动组织当中的缺陷和不足，从而为幼儿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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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活动中，恰当的教育评价能够对教育结果产生正面影响，让学前儿童能够得到更为正面的心理暗示，

进而激励他们的创造性行为。与此同时，教育评价的目的不是得出一个固定的结论，而是要成为后期美

术教育内容与重点选择的依据，教师更要对现阶段美术教育的实施效果做出反思。 
倘若幼儿缺乏创新思维，就难以调动创作动力。从对儿童美术作品的评价上来看，教师应该摒弃以

往形式单一、简单快速的口头评价方式，要从幼儿心理发展的实际水平出发，关注作品内容能否体现出

儿童的真情实感，是否富有童趣，而不应该把画得像与不像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同时，教师应该更多

地给予幼儿积极正向的评价，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发掘幼儿的优势和创造性，及时提出表扬和鼓励，帮助

幼儿树立自信心。例如加拿大童书作家彼得·雷诺兹的代表作《点》，它讲述了一个起初非常惧怕画画

的小女孩瓦士缇在教师不断鼓励下建立起的创作热情，从最开始应老师的要求硬着头皮随意乱戳的一个

“点”，到她内心小宇宙的爆发，尝试画出各种颜色形态不一的点，到最后画作被展出在学校艺术展上

并获得很高的评价……瓦士缇的成功蜕变来源于教师的不断鼓励，教师从儿童的视角出发进行因材施教

的正向评价，不仅扭转了一个孩子对美术创作的态度，更帮助她建立起了坚定的自信心。 

4. 总结 

综上所述，精神分析理论对于学前儿童美术行为产生机制的解释认为艺术创作是人性力的转移与升

华；艺术创作是集体无意识的反映；儿童的美术行为是他们集体无意识、个人无意识与意识共同作用的

产物。这在理论层面为幼儿教师开展美术教育活动提供了可行性建议，具体包括构建完善健全人格的教

育目标；选择兼备外物与同心的教育内容；采取富有表现力的新奇教育媒介；扩展幼儿感性经验的获得

途径；激发审美情感的过程性指导策略以及实施幼儿为本的多元化教育评价。将其应用到具体实践中，

幼儿教师还需要因材施教，结合儿童个体身心发展的不同阶段、性格特征的差异等给予针对性指导，力

争让每个幼儿都能在美术活动中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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