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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树木画测验作为绘画心理分析技术的重要方法，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测评工作中具有重要作用。树木画测

验由于其中立而无威胁、自我暴露较少等特点，可以有效地反映出个体真实的心理状态，具体表现在较

高的信效度水平、特殊群体的鉴别等方面。此外，树木画测验在大学生心理问题的筛查和干预方面同样

具有明显优势。虽然树木画测验已相对成熟，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未来研究可对树木画测验的

标准化及其干预效果有效性追踪等问题开展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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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ee drawing test, as an important method of drawing psychoanalysi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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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ssess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Tree drawing test can effectively reflect the real 
psychological state of individuals because of its neutrality, non-threat and less self-exposure, 
which is manifested in high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level and identification of special groups. In ad-
dition, the tree drawing test also has obvious advantages in the screening and intervention of col-
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problems. Although the tree drawing test is relatively mature,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Therefore, future research can further explore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ree 
drawing test and the tracking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vention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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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生心理健康建设在我国高校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心理健康是其他综合素质发展的前提和保障。

相对于其他年龄群体，大学生处于成年早期阶段，人格与心理发展尚不成熟，极易受到内外因素的影响，

从而产生心理困扰，进而可能诱发一系列的严重心理危机。因此，采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预防

严重心理危机的发生，是我国高校心理健康工作的重要目标和导向。 
大学生心理健康测评是高校的常态化工作之一，虽然目前的心理测验工具已经相对成熟，但测评过

程中仍会面临诸多问题。首先，大学生心理问题具有隐蔽性等特点，传统的心理量表工具，如症状自评

量表(Symptom Checklist 90, SCL-90) (Derogatis, 1975)等很难全面深入地考察心理问题的成因及表现。其

次，测评结果的真实性有待进一步验证。由于社会规范的需要，大学生可能会对测验目的进行猜测，从

而表现出过度装好或装坏的倾向，影响测验结果的准确性。最后，传统量表题目繁多可能会导致大学生

群体对测验量表产生抵触情绪。因此，选取一个适合大学生群体、操作简单便捷、能有效筛查潜在心理

问题的测量工具成为高校心理工作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绘画测验是投射测验之一，是指借助绘画本身及其创造性的自由表现，唤醒受测者内心世界或人格

特征的不同表现形式，从而在对绘画内容的反应中投射出其内在的需要和愿望的一种测验形式(蔡頠等，

2012)。目前，绘画测验主要包括房树人测验(House-Tree-Person Test, HTP) (Buck, 1948)，树木画测验

(Baum-Test) (Koch, 1952)以及阿贝尔分析体系。其中，树木画作为经典绘画测验之一，要求受测者根据内

心深处的感受和情感，在纸上任意画出一个树，通过对树木不同维度的特征分析，推测其隐藏的情感、

想法和欲望(Koch, 1952)。由于树木画测验的主题中立而无威胁、自我暴露较少，能够使个体任意表现自

我，更容易投射出深层情感(Hammer, 1958; 吉沅洪，2007)，从而能有效测试出个体的真实心理状态。 
因此，本研究旨在围绕树木画测验的有效性，及其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测评工作中的重要性等方面进

行分析探讨。 

2. 树木画测验的有效性 

目前，国内外学者侧重于考察树木画测验的有效性。研究表明，树木画测验具有较高的信效度水平，

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个体的心理状态(严虎，陈晋东，2012；Aoki, 1980; Vogel et al., 1982)。Aoki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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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男高中生作为被试对树木画测验进行了重复测量，结果发现，树木画中 78%的绘画特征具有较高的重

测信度。Vogel 等(1982)的研究表明个体在树木画测验中表现出的“不成熟度”特征与教师的主观评价相

一致，即树木画测验具有较好的效标效度。严虎和陈晋东(2012)考察了树木画测验在青少年抑郁症诊断中

的作用，结果发现，树木画中的 8 项绘画特征能够显著正向地预测或筛选出抑郁症患者，并且树木画的

评分者信度较高，各绘画特征均达到 0.75 以上，表明树木画测验在青少年的抑郁症诊断中具有较高的辅

助价值。 
也有部分研究者直接将树木画测验与标准化问卷进行比较(赵慧莉，孟凡，2014)。白杨等(2011)以医

务人员为被试考察了艾森克人格问卷和树木画测验绘画特征的关系。结果发现，树冠、茂盛度、树枝等

9 项表现出攻击性的绘画特征与精神质(P)维度呈显著正相关，表明高精神质的个体，在树木测验中通常

表现出高攻击性等特征。此后，赵章留和夏健康(2020)以大学生群体作为被试进行研究，数据显示，树木

画中的绘画特征与艾森克人格问卷的各维度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具体为，树木画测验中的主动性

(绘画特征体现在树冠和地平线上)、抑郁与焦虑(绘画特征体现在树干和树枝上)和艾森克人格问卷中的内

外向(E)、和神经质(N)分别呈显著正相关；而树木画测验中的抑郁与焦虑、情绪稳定性(绘画特征体现在

封闭型树冠和树枝上)和艾森克人格问卷中的欺骗性(L)、神经质分别呈现显著负相关。Hibarino 和 Kato 
(2022)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CFA)考察了绘画总印象量表(the Scale for Total Impression of Drawings, STID)
在树木画测验中的拟合优度。结果表明，STID 中的“温柔”、“真实”、“活力”三个要素结构指标能

够较好地拟合树木画测验。 
大量研究者对树木画的局部特征进行分析，发现不同群体之间的树木画特征存在明显差异，进一步

验证了其有效性(Kaneda et al., 2010; Mizuta et al., 2002)。Mizuta 等(2002)在比较了进食障碍和正常人的绘

画特征后发现，存在进食障碍的患者的树木更为矮小、生命力也更弱，并且更倾向于画在画纸左侧。Kaneda
等(2010)的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正常个体在树干和树枝特征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Murayama 等

(2016)在筛查出抑郁状态的个体后发现，抑郁状态与树木的大小有关，具体表现为抑郁症组树冠的高度和

宽度、树干的宽度，以及树木的整体大小明显低于正常组。杨杨等(2021)则是考察了术后乳腺癌患者的心

理健康水平。该研究发现，术后乳腺癌患者在茂盛度、树干 2 个方面的得分显著低于健康女性。潘蓉(2013)
的研究则发现，相比较于人际关系好的群体，人际关系差的群体所画的树木明显更矮小，在树干、树冠、

树根三项指标上均存在差异。张艳飞等(2020)采用计算机识别技术，对精神分裂症、抑郁症患者以及正常

群体的树木画特征指标进行定量分析。结果发现，精神分裂症、抑郁症患者均与正常群体在树冠面积、

树冠高度、树冠宽度、树干宽度、树干面积、总面积 6 项指标上存在显著差异；而精神分裂症与抑郁症

患者仅在树冠宽度这一指标上存在显著差异。 
根据以往研究可以看出，树木画测验不仅标准化程度较高，而且其局部特征指标在临床筛选、辅助

治疗等方面均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3. 树木画测验在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中的重要性 

由于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生理和心理年龄的不匹配，使得大学生在面临环境适应、学业压力、人

际关系等问题时，可能会产生心理困扰，甚至引发心理危机。因此，使用树木画测验来筛查和干预大学

生的心理问题，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而言十分必要。 
首先，树木画测验在大学生心理问题的筛查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秦晓丽，2020)，通过将不同心理异常

症状与树木画特征进行对比匹配，可以进一步了解学生的心理状态。树木画测验不仅对心理普查具有有

效的补充作用，而且在后期的访谈中可以根据个体心理特点开展针对性的访谈和咨询(张学英，刘恋，2019)。
秦晓丽(2020)通过 SCL-90 和大学生人格问卷(University Personality Inventory, UPI)在筛查了疑似有心理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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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倾向的大学新生后发现，不同的局部绘画特征能很好的反映出个体的心理异常症状，如局部涂黑可能

反映了抑郁倾向，树上有疤则对应于躯体化症状等。唐凯晴(2017)考察了树木画测验在大学新生抑郁状态

调查中的应用情况。结果发现，绘画特征中的树木矮小、树冠成扁形与大学新生抑郁状态存在显著相关

关系。高梦丹(2019)采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根据问卷得分将大学生区分为抑郁组和正常组，然后对两组

的绘画特征进行 χ2 检验和逻辑回归分析。数据显示，抑郁组在树冠面积、树冠高度、树宽度、树干面积、

树干宽度、树木总面积这 6 项绘画特征指标上均显著小于正常组。此外，涂黑、树上有疤、树冠压扁、

树冠两面下垂、树干顶端闭锁、树干轮廓断续、开放型树根 7 项绘画特征指标对抑郁具有较好的预测作

用，表明树木画测验对于抑郁状态的个体具有有效的筛查作用。其次，树木画测验可以应用于大学生个

体或团体心理咨询，绘画疗法作为主要的心理治疗方法之一，可以有效地帮助学生梳理认知观念，调节

情绪和压力，引导潜在力量，从而构建积极意识。郭志峰和于文正(2021)通过个案研究考察了绘画测验能

否改善大学生的焦虑情绪。在该研究中采用单组前后测设计，通过六次绘画心理咨询后发现个体的焦虑

情绪得到了明显缓解。同样地，黄毓彬(2014)采用实验组控制组前后测设计，将网络成瘾的大学生随机分

成绘画组和认知组，分别对两组进行每周一次为期三个月的团体心理辅导。其中绘画组使用树木画、房

树人测验等方式进行干预，认知组侧重于改变大学生不合理信念。结果发现，团体绘画疗法对于大学生

网络戒瘾具有良好的效果，经过团体绘画活动，成员在自我接纳和网络成瘾行为方面都有显著的提升和

改善。 
综上所述，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树木画是一种较为便捷的投射测验，在大学生心理问题筛查及后期

咨询干预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它在筛查过程更符合大学生的心理特征，能有效达到测试目的，且在后

期建立咨询关系、分析与评估、宣泄情绪和心理咨询与治疗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4. 不足与展望 

虽然目前树木画测验已相对成熟，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其一，应当加强关于树木画测验标准化问

题的探讨。树木画作为投射测验的一种，无论是在指导语、操作过程还是结果分析、常模构建等方面均

不及传统的自评量表，这就使得在进行结果分析时往往带有较大的主观性，因此，树木画测验需建立统

一的分析标准和评分体系。其二，可以增加考察干预效果的测量手段。目前大多数的干预研究通常采用

前后测设计，即在团体心理辅导前后进行问卷测量以考察其心理健康水平，此外还可以通过考察干预前

后大学生的行为表现或神经生理活动来进行辅助测量。其三，需追踪明确树木画测验干预效果的时间边

界。树木画测验在心理干预方面具有显著效果，但干预效果的有效性维持需进一步追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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