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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对6名情绪困扰的儿童展开了表达性艺术治疗团体辅导，团体辅导历程共7次每周开展一次。行动

研究为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团体方案皆依据每次行动循环的历程来进行调整。从研究结果分析得知，表

达性团体艺术治疗能稳定有情绪困扰儿童的情绪，并引导此类儿童进行自我探索。透过本研究得到的结

果和启示为：(1) 表达性艺术团体治疗能稳定情绪困扰儿童的情绪。(2) 关注小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3) 学校心理教师专业培训的重要性。本研究结果之建议为：(1) 领导者要为参与者提供适合的干预环

境。(2) 选取团体成员时要注重成员同质性。希望本研究能为表达性艺术治疗团体领导者提供活动设计

与实施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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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6 children with emotional distress were treated with expressive art group therapy, 
which was conducted once a week for 7 times. Action research is the research method of this 
study, and group programs are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course of each action cycle. Analys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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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ults shows that expressive art group therapy can stabilize the emotions of children with 
emotional distress and guide such children to self-exploration. The results and implication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Expressive art group therapy can stabilize the emotions of emotionally 
troubled children. (2) It is important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mental health of primary school stu-
dents. (3) The importance of professional training for school mental health teacher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uggest that: (1) Leaders should provide appropriate intervention environment for 
participants. (2)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homogeneity of members when selecting group 
members. It is hoped that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activity design and imple-
mentation of expressive art therapy group l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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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儿童在各种压力源的相互作用下会引起焦虑、烦恼、忧郁、沮丧、自卑、冷漠、嫉妒、愤怒八种情

绪困扰(贾文华，2006)。对儿童而言，任意情绪困扰没有得到及时的疏导与干预都可能会对儿童发展产生

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给予儿童有效的心理辅导尤为重要。而碍于儿童尚未能发展与成人一样的表达

情绪感受的语言能力，表达性艺术媒材与技巧的运用，能够有效帮助儿童察觉、探索与宣泄情绪。且艺

术治疗对于儿童而言他们从中感受到的危险性极小，更容易融入其中，更容易被儿童接受达到最佳治疗

效果(Bosgraaf et al., 2011)。 

2. 团体表达性艺术治疗 

2.1. 概念 

团体表达性艺术治疗是参与者利用艺术媒介进行艺术创作，将自身投入艺术创作，在过程中探索自

己的内心冲突并进行反思，达到个人能力、个性以及兴趣的发展。简单来说，团体艺术治疗是团体领导

者使用绘画、戏剧、音乐、雕塑、写作、说故事、沙盘等技术，帮助团体参与者将自身的内在心理状况

与其所参与的艺术活动进行联结，进而表达出内心感受(梁佳臻，2015)。在此过程中，团体艺术治疗为参

与者提供了非语言的表达机会以及与自我还有他人进行沟通的机会，让领导者通过对作品的觉察与分析

了解参与者难以表达的情绪(陆雅青，2009)。在团体艺术治疗的过程中，参与者不仅是对作品的塑造，同

时也是对自我的塑造，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创造了自我(严虎，陈晋东，2015)。 

2.2. 基本要素 

团体艺术治疗的团体有三个基本要素，即团体领导者、团体参与者、艺术媒介，下面对这三个要素

做出简要说明。第一，团体领导者需要具爱心、耐心、包容心的特征，为团体参与者营造一个包容、友

善、不批判的安全空间，使参与者能在艺术创作历程中表达其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从中得到疗愈(施伯

静，2015)。第二，团体参与者。团体参与者人数的多数，主要考虑要素有：1. 参与者能够在视觉和口头

语言上，与其他的参与者保持接触。2. 团体人数能够形成团体动力；3. 要让每个参与者在讨论分享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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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会；4. 人数要足够进行互动、交流想法，以及能够进行团体性任务，综上一般团体 6 至 8 人适中(许
家芬，2014)。第三、艺术活动。艺术活动指的指艺术治疗过程中所开展的艺术形式的活动以及艺术媒介

(刘淑霞，2011)。团体参与者投入艺术活动中，从活动中洞悉自我，将潜意识的想法与情绪投射与表达出

来，使参与者自身和团体领导者都能通过这个历程对参与者有更深的了解。除了艺术形式的活动外，艺

术媒介是艺术治疗必不可少的关键性物质，通常的媒介有：蜡笔、彩笔、纸张、彩布、卡片、树叶等等，

团体领导者要根据团体参与者的具体情况合理的利用艺术媒介，且要观察媒材在参与者身体或心理上引

发的影响(Sweeney & Homeyer, 2001)。此外，团体领导者在在团体方案的实践过程中对团体参与者所使

用的治疗知识，需要团体领导者在课程中直性的学习以及在实践与生活中隐形积累，是一个综合学习得

到的经验(Petri et al., 2020)。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中采用的研究方法为行动研究法。即指实践者在实际工作情境中，根据活动中所遇到的实际

问题来进行研究(蔡清田，2013)。研究解决问题的途径策略与方法，并再通过实际行动付诸实施，进而加

以评价、反省、回馈、修正，以解决实践中所遇问题。此方法有利于研究者同时注重行动与研究，研究

者既是团体艺术治疗的领导者，同时也是应用该研究结果的人员。能够在以理论作为支撑的基础上计划

出团体艺术治疗的方案去予以实施，以具体实施中的问题为主导，针对具体的实施情境和对象进行观察

和反省问题，再做出进一步修正。 

3.1. 研究参与者 

研究参与者根据班主任长期观察以及按照情绪困扰的概念界定进行筛选得出，其中二、三、四、六

年级各 1 名，五年级 2 名，男生 4 名，女生 2 名，共六位学生。此为封闭式团体，在团体活动开始前与

参与成员签署保密协议，承诺不得随意缺席、迟到、早退，不将成员互动过程外传。以下为研究参与者

基本资料，如表 1。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study participants 
表 1. 研究参与者基本资料 

化名 性别 年级 身心状况 

小 C 女 五 有自残行为，处于抑郁心境 

小 J 男 三 语言表达能力强，早熟；课业压力大，厌学情绪严重 

小 K 男 二 纪律性差，学习主动性差；常常焦虑不安，会突然掉下眼泪，情绪波动大 

小 Z 男 五 患有矮小症，内心压抑，沮丧、自卑，不喜欢分享自己的情绪 

小 Y 女 六 情绪波动大、易怒、常常沮丧，说起自己的事情时候会掉眼泪 

小 L 男 四 冲动易怒，习惯用暴力解决问题 

3.2. 研究工具 

根据本研究的研究方法，采用的研究工具如下。 
本研究使用张珮甄与叶玉珠 2003 年编制的情绪状态量表对研究对象的情绪进行前测与后测，所得结

果作对比分析。该量表适用对象为小学儿童，此量表具有一致性与可靠性，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3.3. 团体辅导设计方案、历程分析与反思 

以下呈现“团体辅导设计方案”、“团体实施历程分析与反思”的探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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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团体辅导设计方案 
此表达性团体艺术治疗过程有七次，每周一次，每次时长间为一个半小时。每次活动内容，皆为研

究者设计下次方案的根据，研究者对活动中成员的状态、活动中出现的问题为动力，进行方案设计。本

研究根据团体历程设计，以三阶段进行开展，分别为开始阶段、工作阶段、结束阶段。具体设计如表 2
所示。 
 
Table 2. Group history stage table 
表 2. 团体历程阶段表 

团体阶段 单元模块 

开始阶段 第一单元——相见欢 
第二单元——一起拼拼拼 

工作阶段 
第三单元——捏出心中家 
第四单元——拍走坏情绪 
第五单元——粉碎吧坏情绪 

结束阶段 第六单元——受伤的我 
第七单元——朋友再见 

3.3.2. 团体实施历程与分析：单元一——相见欢 
此小节探讨团体单元一——相见欢的实施过程。此单元主要目的是帮助初次见面的成员尽快相互熟

悉。领导者提前准备了六张有三种颜色的卡片放入袋中。成员各抽取一张，抽到相同颜色卡片的成员为

一小组。分组完成后，领导者引导各组成员对自己的姓名以及喜欢的颜色、动物、季节进行分享。对儿

童而言这样的自我介绍方式是新颖有趣的，可以在短时间内透过成员的合作分享了解到彼此，找到共同

点，同时也能让领导者透过此活动更深入的了解研究参与者的状态。 
以下为研究者对活动过程观察的分析。研究者透过成员的回答了解成员内在心理状态。此活动多数

成员能勇敢的表达自己想法，还能找到自己与其他成员的共同之处。但有两位成员不愿意表达自己的想

法，可能是担心真实想法说出后得不到身边人的赞同，选择压抑想法。这种本我、自我、超我三者间的

冲突使得个体开启了自我防御机制以平衡三者，缓解冲突，将真实的想法压抑到潜意识中，以此减轻自

身的焦虑(习鹏飞，2015)。 
研究者经过反思发现活动实施存在以下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解决措施，陈述如下。活动前没有

考虑到因发展阶段不同会影响部分孩子对指导语的理解和接受速度，导致活动过程延长。因此，研究者

会在下一次活动中，设计能让儿童更容易接受言语去表述指导语，尽量把控时间。 

3.3.3. 团体实施历程与分析：单元二——一起拼拼拼 
以下陈述第二单元活动的实施过程。领导者引导成员用叶子与花朵拼成画，请成员在完成图画拼粘

后，给作品命名并分享自己的作品，目的是让成员通过植物贴画的过程与内在自我对话，进行自我探索，

并让领导者能从成员的作品中接收到成员隐藏的情绪。成员单独创作的环节结束后，引导全部成员将所

有作品进行拼接，成员可多次商量移动作品位置，借此激发团体成员的凝聚力和团体动力。 
研究者透过对活动过程观察的分析内容如下。此次创作过程中，成员是分散完成创作的，成员将自

己潜意识投射到作品中，研究者发现画中总有一个角色代表着他们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成员与自己进行

了对话。在此次活动中各个成员进行分享时，其他成员会试图合作对另一成员的图画进行解读与反馈。

成员之间相互共情、理解、鼓励进行联结是团体凝聚力的表现(Harpazi et al., 2020)。 
研究者经过反思发现活动实施存在以下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解决措施，陈述如下。在团体活动

中，部分成员年纪较小，性格活泼好动，会主动寻求研究者的关注。研究者在过程中的精力大多数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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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了这些成员上，这可能会导致性格安静、年长的成员没有感受到足够的关心，引起其不良感受或行

为。共情是团体领导者在带领团体中所需使用的基本技巧，因为具有同理心的团体领导者才能觉察到成

员的主观世界情况(吴玲，刘志宏，2007)。研究者计划在下次的团体活动中，先从年长成员进行分享，尽

量做到对待每个成员的关注均衡，给予成员充分的反馈达到共情效果。 

3.3.4. 团体实施历程与分析：单元三——捏出心中家 
以下为第三单元活动的实施过程。此次活动内容是让成员用橡皮泥捏出家的形象。目的是让成员进

一步探索自我，并与其他成员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团体成员通过手触碰和揉捏橡皮泥，产生对自我及家

庭的觉察和联想，在与橡皮泥互动的过程中，开启自身的感官知觉，感官知觉包括视觉、触觉、体觉，

最后提升至意识层面。 
研究者透过对活动过程观察的分析内容如下。这次活动中成员能够围坐一圈进行创作，并愿意与成

员分享自己橡皮泥、相互讨论彼此的作品、夸赞对方的作品。成员在活动中相互理解、相互关注从中获

得积极的情感体验是团体凝聚力的表现(贾烜，2017)。捏橡皮泥活动属于在表达性连续理论中动觉/感觉

层次，具有治愈的特质，能够增强成员的安全感,安全感的增强使得易紧张的成员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得放

松，愿意与人分享自己作品的创作思路以及与人交谈自己的故事。 
研究者经过反思发现活动实施存在以下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解决措施，陈述如下。活动时间的

突然更改，会与部分成员的课程时间相冲突，导致成员无法参与活动，不仅对整个团体的团体动力造成

影响，同样会影响到此成员接下来参与团体活动时的感受。之后保证每次活动开始时间，尽量让成员到

齐。 

3.3.5. 团体实施历程与分析：单元四——拍走坏情绪 
以下是单元四——拍走坏情绪活动的实施过程。活动提前准备了写有情绪状态词语的纸张，如“愤

怒”“苦恼”等，成员通过拍手器拍打代表消极情绪的纸张来释放情绪，研究者希望通过活动让成员在

肢体宣泄情绪的同时勾起与情绪相关的回忆，觉察到自己的情绪并表现出来。 
研究者透过对活动过程观察的分析内容如下。其他成员在拍打宣泄情绪的时，一成员抱着“孤单”

哭了起来，个别成员的情绪和行为状态与其他成员不同时，要及时关注并引导成员用适合自己的方式宣

泄情绪。团体领导者在团体方案的实施过程中对成员所使用的治疗方法，需带领者在课程中学习以及在

实践中隐形积累的(Petri et al., 2020)。 
研究者经过反思发现活动实施存在以下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解决措施，陈述如下。成员在这个

团体中感受到了足够的安全感，开始释放自己的天性四处奔跑及打闹，这会影响到成员的活动参与感。

针对这个情况之后将购买一些小礼物，给予成员适当的强化以此控制团体秩序。 

3.3.6. 团体实施历程与分析：单元五——粉碎吧坏情绪 
以下将陈述第五单元活动的实施过程。此次活动是对上次“拍走坏情绪”活动的衔接，帮助成员进

一步释放自己的情绪，并建立情绪宣泄方式可多元化的认知。整个活动是带领成员撕报纸，撕报纸的过

程中可大声说出令自己受伤的事件、发出叫喊等，以达到活动目的。 
研究者透过对活动过程观察的分析内容如下。撕报纸环节中，大部分成员能沉浸其中，尽情释放自

己的情绪，并且在能与自己内在对话，对引发情绪的事件进行厘清。活动中能感受到部分成员之间有了

联结，体现在成员间能给予彼此倾听和同理。 
研究者经过反思发现活动实施存在以下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解决措施，陈述如下。此次活动因

小 L 的攻击行为，使其他成员想要把小 L 逐出团体。研究者当时无法给其他成员明确回复，也考虑过是

否要让 L 退出团体。反思后认识到，如果在中期将小 L 劝退，无疑是在告诉小 L，他会遭到抛弃。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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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告诉其他成员，我们的团体是会抛弃成员的。所以研究者决定要让小 L 继续待在团体中，给予其包

容的同时帮助他树立规则意识。 

3.3.7. 团体实施历程与分析：单元六——受伤的我 
此小节探讨单元六活动的实施过程。在上次活动中成员的内心情绪已完全得到释放，因此，此次活

动是帮助成员对引起情绪的事件再次进行厘清和感受。活动过程为：给予成员海报纸张，让成员躺在白

纸上，其他成员协助躺着的成员把身体形状勾勒出来，每个成员在自己纸张的身体上用蜡笔画出自己受

伤的部位后进行表述。 
研究者透过对活动过程观察的分析内容如下。活动中每位成员进行了画作，部分成员的改善较为明

显，例如在前几次活动中的创作采用的颜色都是黑色、棕色等偏压抑的颜色，此次的作品采用的是红色。

或是从一开始的不愿意表述自己的事情，到此次活动中能够鼓起勇气画出来并在创作结束后与领导者进

行分享受伤部位。 
研究者经过反思发现活动实施存在以下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解决措施，陈述如下。活动中，能

将画作和内心连接的成员年纪都在 10 岁以上，其他成员的画作中呈现的受伤处都是直观的皮外伤，而

10 岁以上的成员的受伤处会涉及心灵受伤。透过发现与反思，研究者了解到由于此团体年龄差的特殊性，

在设计方案时需考虑到是否适合全体成员，或是如何有效引导年龄较小的成员沉浸活动中。 

3.3.8. 团体实施历程与分析：单元七——朋友再见 
此次为最后一次团体活动，分为两个部分，第一环节是播放音乐让成员跟随音乐的节拍动起来，在

音乐暂停的时候领导者发出“给最喜欢的伙伴点个赞”之类的口令，增加成员见的互动和对彼此的肯定。

第二环节是成员之间相互写祝福信件以此告别。 
研究者透过对活动过程观察的分析内容如下。团体的结束阶段，领导者应带领成员归纳所进行过的

活动，回忆从中得到的能量，成员在此次活动中的状态是轻松愉悦。在写祝福环节，成员彼此之间的因

相互认同，以及从互动中得到积极情绪体验，体现了这个团体的凝聚力已经很强。 
研究者经过反思发现活动实施存在以下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解决措施，陈述如下。领导者作为

团体的核心，不仅要给成员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同时也要营造氛围。活动过程中，要用自己的言语或

者非言语行为开启成员，使得所有成员投入到活动当中。例如此次活动中的跳舞环节，领导者可提高自

己的音量，用自身的热情去开启其他成员。 

4. 研究结果分析与讨论 

以下探讨情绪量表前后测结果、艺术活动对情绪困扰儿童情绪的影响、表达性团体艺术治疗对抑郁

心境儿童的影响，分别陈述如下。 

4.1. 情绪量表前后测结果 

此情绪量表，分为四个维度，维度一是快乐满足，维度二是伤心害怕，维度三是生气厌恶，维度四

是期待。计分方式是各题分数总和，快乐满足维度总分为 44 分，伤心害怕维度总分为 32 分，生气厌恶

维度分数为 36 分，期待维度总分为 16 分，分数越高情越趋于正向情绪。 
根据配对样本 t 检验对情绪量表前后测量结果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经过六次团体表达性艺

术治疗干预后，情绪量表中的各维度分数以及总分有明显增加，其中快乐满足维度检验结果 t 值为−3.521、
伤心害怕维度检验结果 t 值为−3.082，生气厌恶维度与期待维度的检验结果 t 值分别为−4.342、−5.089，
总分的 t 检验结果 t 值为−4.579，快乐满足维度、伤心害怕维度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 < 0.05)，生气厌恶

维度、期待维度与总分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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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Comparison of emotional scale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X ± S) 
表 3. 干预前后情绪量表评分比较(X ± S) 

维度 干预前 干预后 T  
快乐满足维度 
伤心害怕维度 
生气厌恶维度 
期待维度 

26.50 ± 3.56 
17.17 ± 4.30 
17.67 ± 6.09 
8.00 ± 2.28 

36.50 ± 7.66 
25.50 ± 6.86 
29.50 ± 8.60 
11.00 ± 1.67 

−3.521* 
−3.082* 
−4.342** 
−5.089** 

 

总分 69.50 ± 14.24 102.50 ± 23.42 −4.579**  

注：* p < 0.05 **p < 0.01。 
 

图 1 呈现，各成员在团体活动开展前与团体活动结束后进行的情绪测量所得分数总体上升趋势。具

体结果为，小 L 前测分数为 63，后测分数为 99、小 Y 前测分数为 54，后测为 100、小 C 前测与后测同

为 59 分、小 J 前后测分数分别为 88、122、小 Z 的前测分数为 67，后测分数为 117、小 K 的前后测分数

分别为 86、118。其中小 Y、小 J、小 Z 的得分增加较高，代表其情绪困扰得到缓解程度较高；小 L 与小

K 的得分也呈现上升趋势，但增幅中等。小 C 的前后测结果没有改变，可能是因为小 C 具有自残行为的

特征，其特殊性更强，此次团体辅导的方案对于小 C 的特殊性而言深度不够，他可能需要更具针对性的

方案以及更长的时间进行干预才会有显著效果。 
 

 
Figure 1. Comparison of average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the emotional scale 
图 1. 情绪量表前后测平均分对比图 

4.2. 表达性艺术团体治疗能稳定情绪困扰儿童的情绪 

透过此次团体辅导历程发现，此次团体辅导给予儿童一个充满安全、信任、关心的环境，儿童情绪

能得到及时的关注与疏导，并且儿童因发展水平难以表述出的情绪问题也能够投射在艺术作品中，领导

者运用技术进行引导，让成员从意识层面描述作品中内容，帮助儿童找到释放情绪的途径。由此可知，

表达性团体艺术治疗的艺术活动能够帮助成员表达和宣泄情绪。 
通过前后测发现，表达性艺术治疗团体辅导对抑郁心境儿童之外的其他情绪困扰儿童的情绪有明显

的正面影响，通过七次团体辅导，团体成员的情绪有显著改善，体现为儿童在团体活动中从开始的易怒

到学会控制情绪、从开始的焦虑到情绪较为稳定等。 
综上，表达性团体艺术治疗能给予情绪困扰儿童一个遇到与自己具有同质性个体的机会，成员之间

的相互倾听、共情、理解，让成员感受到自己被包容被爱，增强了情绪困扰儿童的归属感。这有助于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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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成员获得正面能量面对生活中的压力，缓解自身情绪困扰。 

5. 研究启示 

研究者透过此次对情绪困扰儿童进行表达性团体艺术治疗干预的过程感受以及此次辅导成果得到以

下启示。 

5.1. 关注小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人们通常认为小学生是无忧无虑的，但在当今社会小学生也承受着来自家庭、课业、学校、同辈各

方面的压力，这些压力远比人们想象中的要大。作为孩子们的守护者，成人应该关注儿童的心理健康问

题，及时帮助其疏导释放负面情绪，引导其正确处理负面情绪。 

5.2. 学校心理教师专业培训的重要性 

研究者在收集、梳理文献的过程中，发现国内小学心理教师的在实际工作中所需的专业技能与在入

职前所学习的专业技能有差异，这影响到心理教师对心理健康问题儿童的辅导效果(符蓉，陈莺，李月，

梁艺凡，包芳芳，蔡宜秀，2021)。儿童心理健康问题需受到家长、教学老师的关注与引导，更需要具备

专业技能的教师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具体问题进行救助，即心理教师的专业培训问题应受到重视。 

6. 研究建议与不足 

综合以上研究结果分析研究者针对情绪困扰儿童的干预提出建议：1) 领导者须能提供参与者安全、

包容与信任的干预环境。2) 选取具同质性的团体成员。以及研究不足之处，分别陈述如下： 

6.1. 领导者须能提供参与者安全、包容与信任的干预环境 

领导者在干预时要注重为儿童提供安全、充满包容与信任的干预环境，让情绪儿童能在干预过程中

感受到温暖和安全从而放下心理防备，以此作为改善情绪困扰的力量加强干预效果。 

6.2. 选取具同质性的团体成员 

在选取团体成员时要注重团体成员的同质性，成员间的同质性越高成员间的连结就更强，成员间的

高连结能够增强团体动力，并且在同质性强的团体中，领导者的团体治疗方案设计可更具备针对性。更

能帮助情绪困扰儿童在团体中感受情绪，表达情绪，发现自我，以此缓解情绪困扰。 

6.3. 研究不足之处 

第一，研究中所使用的情绪测量量表每个维度变化的判断标准不够清晰明确，使得研究者未能对情

绪困扰儿童在接受团体艺术治疗后每个情绪维度的变化进行进一步分析，若使用的量表标准更清晰，则

能对干预前后情绪困扰儿童的情绪变化作进一步探索。 
本研究选取的研究参与者年龄分层较大，若年龄层更聚焦，研究设计的团体方案会更符合团体参与

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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