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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drawing in group counseling on self-consciousness and self-esteem, 78 
subjects were recruited and attended group counseling, through open recruitment. Using Self- 
Consciousness Scale, Self-Esteem Scale and Two-Dimensional Self-Esteem Scale to examine the ef-
fects of group counseling, the subjects were tested for 3 times (pretest, posttest, and a test after 3 
months). 52 subjects’ data were effective and used for analysis of variance. Results show that 
posttest scores of private self-consciousness, public self-consciousness, self-esteem, self-liking and 
self-competence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pretest scores; tracking test scores of social 
anxiety a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pretest score. Therefore, subjects’ self-consciousness and 
self-esteem can be effectively improved via drawing in group counseling, and the effects are posi-
tive to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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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图画团体辅导对自我意识和自尊水平的影响。通过公开招募的方式选取78名研究对象接

受图画团体辅导。采用自我意识量表、自尊量表和二维自尊量表对图画团体辅导的效果进行前测、后测

和三个月后的追踪测试。最终得到52份完整且有效的数据。运用方差分析对三次测量结果进行统计。结

果表明：1) 私我意识、公我意识、自尊、自我喜爱和自我胜任力的后测分数显著高于前测分数；2) 社
交焦虑的追踪测试分数显著低于前测分数。可以认为，图画团体辅导能够改变团体成员的自我意识和自

尊水平，并且这种改变效果对心理健康具有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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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我意识和自尊是自我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个体人格形成的重要因素，在个体的认知、情感

和行为方面起到重要的调控作用(Sedekides & Skowronski, 1997; Wiekens & Stapel, 2010)。自我意识是指个体

将注意力转移到自我，将自我作为观察对象来察觉自己的当下的状态(Duval & Wicklund, 1972)。Fenigstein，
Scheier 和 Buss (1975)最先提出将自我意识划分为私我意识(private self-consciousness)、公我意识(public 
self-consciousness)和社交焦虑(social anxiety)三个维度。私我意识是个体对自己内部想法和感受的关注；公我

意识是个体在和他人进行交往时对自我的察觉；社交焦虑是指个体在社交中关注自我而引发的焦虑感。自尊

是指个体对于自我价值的感受，即实际成就与潜在能力之比(James, 1983)。基于此概念，Rosenberg (1965)对
自尊的概念和结构模型进行进一步研究，认为自尊是个体对自己积极或者消极的总体评价，提出了自尊的一

维结构模型。在此基础上，Tafarodi 和 Swan (1995)提出了自尊的二维结构，将自尊分为自我喜爱(self-liking)
和自我胜任能力(self-competence)两个维度。其中，自我喜爱属于社会价值感，这种价值感来自社会的赞同

和接受；自我胜任能力是个体达到成功的行为和能力。健康的自我意识和良好的自尊是个体形成积极的自我

概念并进行自我管理的关键因素(Hoyle & Sherrill, 2006)。已有研究表明，自我意识和自尊水平的改善，有助

于提高个体的环境适应能力和心理幸福感(姚世杰&施莹，2016；Harrington, Loffredo, & Perz, 2014)。 
图画是一种象征性的表达方式，个体通过绘画，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呈现在画面上，这种表达方式是

隐蔽的，可以降低作画者的心理防御，呈现出作画者最真实的心理状态(严文华，2011)。作画者可以通过

观察图画作品，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内心世界，发现“真实的自己”。图画不仅能够呈现

内心状态，还能改变内心状态，这可能归因于心理投射理论和大脑左右半球分工理论(师建国，2009)。心

理投射理论是指采用非言语的象征性方式将心理状态通过具象的方式呈现出来，所呈现的内容中包含着

作画者所不曾察觉的信息，即潜意识内容。此内容经过作画者本人和专业心理咨询师的解读，可以让潜

意识意识化，让作画者产生“顿悟”并发生改变。大脑左右半球分工理论则认为，人的大脑的左半球主

要处理和语言相关的抽象逻辑信息，大脑的右半球主要处理非语言的空间具象信息。绘画创作过程可以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p.2019.9817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严文华 等 
 

 

DOI: 10.12677/ap.2019.98177 1448 心理学进展 
 

片激活大脑的右半球，而与右半球功能相关的还有情绪反应和感知分析。作画者可以在绘画创作的过程

中处理及整合自己的情绪与感知觉状态。同时，艺术作品的呈现也会让作画者产生愉悦的情绪和满足感，

提升对自我的认可程度(Kaimal et al., 2017; Kaimal & Ray, 2016)。 
基于图画的自我觉察和艺术创作功能，如果在团体辅导中将图画作为自我探索的工具，可能会改善

团体成员的自我意识和自尊水平。本研究中的团体辅导方案采用结构化设计，通过连贯性的图画主题活

动来加深团体成员对自己的了解。旨在研究图画团体辅导是否会对自我意识和自尊产生影响，如果有，

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通过公开招募的方式，选取研究对象 78 人(其中女性 74 人，男性 4 人)参加图画团体辅导。在团体进

行前、结束时以及结束后三个月对研究对象进行三次匿名问卷测试。由于整个研究持续三个月，所以有

部分研究对象流失。最终全部数据完整且有效的为 52 人(全部为女性)，有效追踪率为 66.67%，年龄范围

23~47 岁(平均年龄为 33.20 ± 5.61 岁)。问卷中的各个因子在被试的人口统计学变量上无显著差异。被试

的人口统计学变量见表 1。 
 
Table 1. Demographic variables of subjects 
表 1. 被试人口统计学变量 

样本量 
年龄 婚姻状况 专业 

M SD 已婚 未婚 心理学 非心理学 

52 33.20 5.61 38 14 36 16 

2.2. 研究工具 

2.2.1. 自我意识量表 

该量表的英文版由 Fenigstein，Scheier 和 Buss 编制(Fenigstein, Scheier, & Buss, 1975)，本研究参考蒋

灿(2007)和孟繁兴(2009)的中文翻译版，对英文版本的题目进行中文翻译，采用中文翻译题目测量自我意

识状况。一共 23 个项目，包含私我意识(10 个项目)、公我意识(7 个项目)和社交焦虑(6 个项目)三个维度。

用 Likert 五点评分量表评分，1 表示完全不符合，5 表示完全符合。三个维度各自算总分，得分越高，说

明私我意识、公我意识和社交焦虑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量表中三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α系数分别

为：私我意识为 0.77、公我意识为 0.74、社交焦虑为 0.77。 

2.2.2. 自尊量表 

该量表的英文版本由 Rosenberg 编制(Rosenberg, 1965)，本研究参考戴晓阳(2010)的中文翻译版本，

对英文版本的题目进行翻译，采用中文翻译题目测量自尊状况。由于文化差异，和其他中国学者的处理

一样，将该量表的第 8 题改为正向记分(田录梅，2006；王萍，高华，许家玉，黄金菊，&王成江，1998)。
一共 10 个项目。用 Likert 五点评分量表评分，1 表示完全不符合，5 表示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说明自尊

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α系数为 0.90。 

2.2.3. 二维自尊量表 

该量表作为 Rosenberg 自尊量表的补充，对自尊的具体维度进行测量。英文版本由 Tafarodi 和 Swan
编制(Tafarodi & Swann, 1995)。由于该量表无中文参考版本，由研究者对英文题目进行翻译，采用中文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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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题目测量自尊状况。一共 16 个项目，包含自我喜爱和自我胜任力两个维度，各有 8 个项目。用 Likert
五点评分量表评分，1 表示完全不符合，5 表示完全符合。两个维度各自算总分，得分越高说明自我喜爱

和自我胜任力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两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α系数分别为：自我喜爱因子为 0.82，
自我胜任力因子为 0.70。 

2.3. 研究设计及数据处理 

本研究中的团体辅导方案采用结构化设计，团体带领者兼具图画心理咨询和团体辅导经验。由于图

画活动设计主要以连续作画为主，研究对象在作画内容上需要有连贯一致性，所以团体采用集中辅导的

方式，半天为一个单元，一共进行两天。在团体开始前(前测)、团体结束后(后测)和团体结束后三个月(追
踪测)三个时间点分别对研究对象进行匿名问卷测试。前两次为现场施测，最后一次为网络施测。该研究

中，为保护被试的隐私以及保证研究的客观性，问卷和图画均以代号做标记，即在研究中，要求研究对

象将自己的问卷和图画用同一个编码代号表示，不要出现名字等个人信息。 
三次测量的问卷数据结果采用统计软件 SPSS24.0 进行分析。 

2.4. 图画团体辅导方案 

本研究中的图画团体辅导方案一共设计四个主题活动，活动名称分别为：动物我、镜中我、面具我、

对话面具。四个主题从不同的角度深度探索自我的不同侧面，让团体成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自己，加

深对自己的认识。每个主题活动的时间为 3 小时，包括热身活动、冥想、图画活动、小组和团队分享、活

动感悟总结。在进行第一个主题活动前，带领者和团体成员一起讨论了团队规则，包括保密、尊重、如何

进行分享等。热身活动根据不同的绘画主题来设计，兼顾个体层面和团队建设层面；冥想内容结合绘画指

导语，帮助团体成员在绘画前在脑海中形成具体意象；图画活动围绕图画主题进行绘画或者对话；小组和

团队分享侧重于图画作品的分享；活动感悟和总结不限于图画作品，侧重于整个活动的感受分享。在最后

一个主题活动结束时，团队带领者带领整个团体成员进行一个再见仪式的活动，结束整个团体辅导。 
前三个图画活动均以图画创作为主(图画创作主题及主要指导语见表 2)。最后一个图画活动是以第三

次主题活动的图画作品为媒介进行言语沟通。在团体干预结束后，团体成员会根据自己的三幅图画和参

与活动的过程，进行自我分析的书写，通过文字创作，进一步提升对自我的觉察与反思。整个干预活动

以图画为主，在所创作的图画作品之上，进行各种肢体动作、言语对话和书写反思等活动，让成员在认

知、情绪和行为方面都能行进深度的沉浸与自我探索。 
 
Table 2. The themes and main instructions of three pictures 
表 2. 三幅图图画主题及主要指导语 

图画主题 主要指导语 

动物我 如果你是一个动物，你会是一个什么动物？ 

镜中我 想象你在下楼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下走。走到拐弯处，墙上有一面镜子，你站在镜子前看一看， 
里面出现的是什么？ 

面具我 让自己的头脑中浮现出一个面具，这是你使用过的一个面具，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个面具。 

 
为了激发团体成员的创作能力与成就感，团队带领者为团体成员提供各种绘画创作媒材。其中，画

笔包括铅笔、水彩笔、油画棒、色粉笔和水粉笔；画纸包括水粉纸、A4 白色及彩纸、硬卡纸；其他的材

料包括装饰贴纸、剪贴画报和彩绳等。团体成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选择作画媒材。 
动物我、镜中我和面具我的三幅图画作品的示例见图 1、图 2 和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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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An animal represents me 
图 1. 动物我 

 

 
Figure 2. Self in the mirror 
图 2. 镜中我 

 

 
Figure 3. My mask 
图 3. 面具我 

3. 结果 

3.1. 图画团体辅导对自我意识水平的影响 

分别用自我意识量表中三个维度上所得分数作为因变量，测试时间作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重复测

量方差分析，事后检验用 Bonferroni 法调节多重比较，结果发现： 
在私我意识维度上，测试时间的主效应显著[F(2, 49) = 9.04, p < 0.001]。事后检验分析表明，后测分

数显著高于前测分数(p = 0.001)，追踪测分数高于前测分数，呈边缘显著(p = 0.099)。 
在公我意识维度上，测试时间的主效应显著[F(2, 49) = 5.43, p = 0.006]。事后检验分析表明，后测分

数显著高于前测分数(p = 0.007)，追踪测分数和前测分数差异不显著(p = 1.000)。 
在社交焦虑维度上，测试时间的主效应显著[F(2, 49) = 3.50, p = 0.034]。事后检验分析表明，后测和

前测分数差异不显著(p = 0.318)，追踪测分数显著低于前测分数(p =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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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识量表中各维度的前测、后测和追踪测分数情况见表 3。 
 
Table 3. Scores of dimensions of self-consciousness and self-esteem scales in pretest, posttest, and a test after 3 months 
表 3. 自我意识与自尊各维度的前后测和 3 个月后追踪测分数情况 

量表 维度 前测 后测 追踪测 

自我意识 私我意识 3.74 ± 0.49 3.97 ± 0.52 3.85 ± 0.45 

 公我意识 3.63 ± 0.57 3.82 ± 0.59 3.63 ± 0.53 

 社交焦虑 3.06 ± 0.82 2.96 ± 0.75 2.88 ± 0.77 

自尊  3.93 ± 0.61 4.14 ± 0.62 4.05 ± 0.59 

二维自尊 自我喜爱 3.52 ± 0.63 3.73 ± 0.64 3.65 ± 0.57 

 自我胜任力 3.14 ± 0.57 3.26 ± 0.56 3.25 ± 0.58 

3.2. 图画团体辅导对自尊水平的影响 

以自尊量表上所得分数为因变量，测试时间作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事后检验

用 Bonferroni 法调节多重比较，结果发现： 
测试时间的主效应显著[F(2, 49) = 4.97, p = 0.009]。事后检验分析表明，后测分数显著高于前测分数

(p = 0.013)，追踪测分数和前测分数差异不显著(p = 0.193)。 
分别用二维自尊量表中两个维度上所得分数作为因变量，测试时间作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重复测

量方差分析，事后检验用 Bonferroni 法调节多重比较，结果发现： 
在自我喜爱的维度上，测试时间的主效应显著[F(2, 49) = 5.37, p = 0.006]。事后检验分析表明，后测

分数显著高于前测分数(p = 0.003)，追踪测分数和前测分数差异不显著(p = 0.136)。 
在自我胜任能的维度上，测试时间的主效应显著[F(2, 49) = 3.10, p = 0.050]。事后检验分析表明，后

测分数显著高于前测分数(p = 0.050)，追踪测分数和前测分数差异不显著(p = 0.243)。 
自尊量表和二维自尊量表的前测、后测和追踪测分数情况见表 3。 

4. 结果分析 

4.1. 自我意识水平改变的结果分析 

根据研究结果可知，图画团体辅导可以显著提升研究对象的私我意识和公我意识。这一结果可能是

由于本研究中的图画主题全部都是和自我有关，使研究对象始终把自我作为关注对象，对自我进行关注

这一行为本身就可以提高自我意识(Buss & Scheier, 1976; George & Stopa, 2008)。同时，作画过程可以让

作画者在头脑中的产生自我意象，把抽象的自我概念转化为具体的人物形象，这种自我想象的过程也能

够提高自我意识(Wiekens & Stapel, 2010)。 
此外，私我意识的提升的持续效果呈边缘显著，公我意识提升的持续效果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私

我意识是个体对自身内部状态的察觉，通过有关自我绘画的启动和引发，个体增强了这种对自我关注的

能力，更深地了解了自我，把过去的盲区拓展为自我了解的区域，这种能力可能会使个体对自我内部的

察觉更敏锐，更加具有持久性。而公我意识是个体在他人存在的情况下将注意力转向自我的倾向，个体

的公我意识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一旦周围的环境有所波动，个体公我意识状态就会发生变化，不如

私我意识稳定，持续效果也会受到影响。 
Trapnell 和 Campbell (1999)曾提出了“自我关注悖论”的概念，认为自我意识程度较高的人一方面会

对自我更加了解，更能洞悉自己的想法，对经验更加开放，有积极的体验；另一方面这种过度的关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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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伴随着高焦虑、高抑郁和神经质等一系列心理问题。而在本研究的结果中，伴随着私我意识和公

我意识水平的提升，社交焦虑出现了显著的持续性降低。该结果表明，图画团体辅导对自我意识的提升

程度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会给团体成员带来积极的影响。 

4.2. 自尊水平改变的结果分析 

根据研究结果可知，图画团体辅导显著提升了研究对象的自尊、自我喜爱和自我胜任力。而在持续

效果方面，自尊、自我喜爱和自我胜任力的提升不显著。对于自尊是否能被改变这个问题，目前众多研

究者的研究中持有相互矛盾的观点。有些研究者认为自尊水平是稳定的，不能被改变的(Rosenberg, 1965)；
另一种相反的声音是自尊的水平会随着社会地位的变化而波动，并且能被环境改变(Marmot et al., 1997)。
张永欣等人(2010)综合了以上观点，认为个体的自尊具有稳定性，但在个体社会化发展的各个阶段，自尊

可能会发生相应地改变。而本研究中的结果证明了自尊水平是可以通过图画团体辅导的方式发生短暂的

改变。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绘画的过程是一个艺术创作的过程，作画者需要运用自己的想象能力，用

颜色、线条来构建画面，这一创作过程会让作画者感受到自身的价值。作画者在绘画过程中所产生的自

我满足感，可以提升其大脑中神经传导复合胺的含量，这一含量的提升可能和自尊水平的提升有关

(Sylwester, 1997)。相同主题图画的分享使成员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团队成员的相互信任在分享中不断加

深，这一过程会激发个体更多的自我接纳和自我肯定。 

4.3. 研究不足与限制 

本研究考虑到主题绘画的连贯性，采用了集中辅导的方式。尽管团体活动总时间为 12 个小时，但是

如果能够将这 12 个小时分散到更长的时程当中，可能对持续性效果的影响更加显著。此外，本研究最终

全部数据完整且有效的人数较少，同时，以图画为主题的团体辅导可能更加吸引女性，使得招募到的研

究对象中男性样本偏少，导致最终的样本缺少男性数据。之后的研究中，可以增加研究对象的人数，若

能补充男性样本的数据，也可以进一步拓宽图画团体辅导方式的适用性。 

5. 结论 

图画团体辅导可以改变团体成员的自我意识和自尊水平，并且这种改变效果具有持续性。具体表现

在，私我意识、公我意识、自尊以及自我喜爱和自我胜任力的显著提升和社交焦虑的持续性显著降低。

说明图画团体辅导对自我意识和自尊的影响程度是积极的，可以改善团体成员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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