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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velop art programs for reducing and preventing school violence. 
In the study, previous studies and programs related to school violence were analyzed for program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researchers’ previous research and experience in art therapy consul-
tation, art therapy programs were developed to reduce and prevent school violence. The art ther-
apy program consisted of 20 sessions. The basic framework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was pre-
sented as stage, theme, form, goal, session flow, tim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individual, group), 
material, and preparation. The art therapy program consists of four stages. The first step is to 
build trust, the second step is to bring positive emotion through past experience, the third step is 
to establish positive self image, and the fourth step is to strengthen positive emotion of the future 
to be. The art therapy programs developed through the research can be used by teachers, counse-
lors and art therapists to support the student’s character education policy. In addition, the devel-
oped art therapy program will provide a therapeutic opportunity for the victims of school violence. 
In addition, this study is expected to prevent and reduce future school vi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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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这项研究旨在制定以减少和预防校园暴力为目标的艺术课程。该研究分析了与校园暴力有关的以往研究

项目，以便进行方案开发。根据研究人员之前在艺术治疗咨询方面的研究经验，制定了艺术治疗方案，

以减少和防止韩国校园暴力。艺术治疗方案包括20场次。发展过程的基本框架以阶段、主题、形式、目

标、场次流程、时间、参与者人数(个人、团体)、材料和准备等形式呈现。艺术治疗方案由四个阶段构

成。第一步是建立信任；第二步是通过过去的经验带来积极的情绪；第三步是建立积极的自我形象；第

四步是加强对未来的积极情绪。通过研究开发的艺术治疗项目可以被教师、辅导员和艺术治疗师用于支

持学生的品格教育政策。此外，开发的艺术治疗方案将为校园暴力的受害者提供治疗机会。并且，这项

研究有望预防和减少未来韩国的校园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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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如今，校园暴力表现为一种为了乐趣而没有任何内疚感的行为，并且由于情绪因素会导致自控力或

情感的缺失，因此校园暴力长时间存在。然而，遭受校园暴力的青少年所承受的痛苦和伤害可能会贯穿

他们的整个人生，因此，这个问题不应该完全依靠组织或机构来处理，而应该由家庭、学校和社会通过

有机合作和对问题提起重视来解决校园暴力问题。特别是校园暴力事件被高度认为会对受害者和施行者

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Park, 2017; Smith, 2004; Malchiodi, 2003; Olweus, 1993)。 
根据教科文组织 2017 年的报告中针对 11~13 岁儿童入学率的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青少年曾经遭受

过校园暴力。并且遭受校园暴力的原因各有不同(见图 1)。在韩国，截至当年 11 月份全国检察官办公室

接收了 1881 起校园暴力案件。去年，受到校园暴力指控的未成年人达到 2337 人(Aju Economy, 2017)。
然而，虽然以学校为中心的包括欺凌在内的暴力行为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但针对预防措施和支援

受害者适应学校生活的支持却非常有限。 
2017 年，韩国被控犯有校园暴力罪行的未成年人人数为 2337 人(亚洲经济，2017 年)。然而，虽然以

学校为中心的包括欺凌在内的暴力行为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但针对预防措施和支援受害者适应学

校生活的支持非常有限。特别是，由于抑郁、拒绝上学和企图自杀等因素，遭受校园暴力的青少年可能

会遇到诸多困难(Devries et al., 2014; NamKung et al., 2014)。此外，校园暴力的受害者可能成为暴力罪犯

或由此放弃学业(Drew, 2010; Beane, 2009; Olweus, 1997)。这些受害者即使在成年后也会经历各种心灵和

心理问题。在对大学生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在学校期间遭受校园暴力的大学生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消极

心理症状，如强迫症和抑郁症(Cappadocia, Craig, & Pepler, 2013)。鉴于此，校园暴力践踏人的尊严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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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auses of School Violence, UNESCO Report (2016) 
图 1. 教科文组织报告(2016)中的校园暴力原因 

 

值，无视生命的宝贵，根除校园暴力是我们社会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世界上许多

国家都制定了针对校园暴力受害者的各种治疗方案。其中，艺术治疗方案是防止校园暴力的一种方法，

可应用于学校课程当中(Park, 2017; Beane, 2009; Drew, 2010)。艺术活动对于儿童而言是一种动态的综合

性活动(Lowenfeld & Brittain, 2006)，可以表达侵略、抑郁、愤怒的感觉。通过这个过程，青少年遭遇的

问题得到了解决(Park, 2011; Rubin, 2006)。 
艺术疗法可以对行为畏怯的儿童起到积极的治疗效果(Malchiodi, 2003)。这些儿童可以通过绘画表达

抑郁、焦虑和挫折，而且这种表达悲伤情绪的方法对精神健康起着重要的作用。鉴于此，本研究致力于

艺术治疗方案的开发研究，以使校园受害者更加健康地适应学校生活并恢复自尊。该研究得出的结论有

助于减少韩国的校园暴力问题并帮助受害学生从创伤中走出来，恢复正常的校园生活。 

2. 文献综述 

2.1. 校园暴力的概念和类型 

校园暴力的概念包括空间、主体和行为等方面的要素，人们据此方法对校园暴力进行了各种定义

(UNESCO, 2017; Hawker & Boulton, 2000)。早期的校园暴力研究人员 Olweus (1993)将校园暴力定义为持

续不断地暴露于各种负面行为，如欺凌、暴力以及一名或多名学生散播的谣言。他认为，校园暴力有三

个重要特征：第一，侵略性和故意的欺凌行为；第二，具有反复性和持续性；第三，由于体格差异呈现

出力量的不均衡。暴力有时也被称为同伴虐待，这种行为没有明显的原由(Farrell, Valois, Meyer, & Tidwell, 
2003; Olweus, 1997)。 

根据美国校园暴力的大数据得出的分析结果，最常见的校园暴力类型是起绰号或无理辱骂。据调查，

直接的身体攻击、伤害、金钱勒索、谣言和欺凌也占很大一部分(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4)。此外，联合国(2016)调查了在过去 15 年中埃塞俄比亚、印度、秘鲁和越南国内 12~15 岁的青少年

遭受欺凌的经历，报告结果显示，包括侮辱和社交排斥在内的间接欺凌都是常见的校园暴力类型。此外，

虽然口头暴力是调查中一种常见的校园暴力类型，但身体欺凌也是经常发生的校园暴力。表 1 显示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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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ypes of school violence 
表 1. 校园暴力的类型 

类型 概念 举例 

身体暴力 导致身体伤害或财物损失的行为 揍、踢、推、打、刺、吐口水、粗暴行为、撕扯衣服/物品等等 

口头暴力 使用语言或文字引发心理痛苦 戏弄、诬陷、侮辱、威胁(语言/纸条/邮件)、诽谤、呵斥、散布谣言等等 

关系暴力(欺凌) 断交或社交孤立行为 疏远、拒绝、忽视、不回应、蔑视、嘲笑、冷笑等等 

 
于以往研究得出的校园暴力类型。 

根据表 1 中列举的关于校园暴力文献研究可以发现不同的学者对校园暴力的分类方式也不同(Horne, 
Bartolomucci & Newman-Carson, 2003; Rigby, 1996)。Rigby (1996)将校园暴力分为身体和心理两种类型，

Horne，Bartolomucci 和 Newman-Carson (2003)将其分为身体暴力、口头暴力和关系暴力(欺凌)几个类型。 

2.2. 适应学校生活 

适应学校生活指在学校生活中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的各种特征及其学习环境之间的适应性(Russell, 
Hart, Robinson, & Olson, 2003)。Allport & Ross (1967)还将适应学校生活定义为针对环境的自愿和创造性

行动。作为先决条件，行动的结果给予个人安全感，并符合社会的价值观、规范和秩序。 
Baker (1984)认为，适应学校生活指的是学生能够成功地应对学校环境中的学术、社交、情感和行为需

求。Corbin & Lindsey (1994)将其定义为，学生为了适应学校生活而有效地应对学术需求和挑战的能力与意

愿。Enright & Fizgibbons (2000)将其解释为一系列应对压力的努力，为的是平衡个人需求与环境需求。换句

话说，它是学生根据现实情况在条件限制下对可行行为和不可行行为的成功或失败尝试。Amstrong et al. 
(2009)也发现，青少年与教师和同伴之间的关系对其成长和发展的影响要大于其与父母的关系作用。Baker et 
al. (2009)和 Baker, Lang & O’Reilly (2009)发现，具有较强适应能力的青少年会表现出较高的学术成就，而学

校生活不良的青少年具有较高的反社会行为和吸毒成瘾的风险。学校是年轻人在不断变化的社交环境中通过

顺畅互动来充分发挥潜力的地方。此外，变化环境中的系统教育可以促进学生以协调的方式适应社会环境

(Bambara & Kern, 2005; Russell et al., 2003)。青春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度过，这是一个快速发育并且会

在身体上、认知上和情绪上经历变化的时期，如果学校生活出现问题，就可能会导致教育机会的丧失。因此，

青少年对学校生活的适应能力不仅在学业成就和适应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对其健康成长和成年期的生活

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2.3. 艺术治疗方案的理论基础 

艺术疗法是心理治疗的新领域，它结合了艺术和心理疗法，旨在通过艺术活动来诊断和评估个体的

心灵和身体状况，从而使症状得到改善和治疗(AATA, 2013)。艺术疗法以心理治疗理论为基础，运用艺

术活动，通过自我表达、自我接受、升华和洞察力来控制个体冲突，解决心理问题并促进自我成长。换

句话说，通过艺术活动进行心理治疗是可能的，因为艺术活动使人的形象具体化，而人的形象是通过在

体验中形成的。因此，我们可以在学生的艺术活动中看到个体的内在，因为学生无意中表露出难以用文

字表达的体验、思想、情感、个性、欲望和愿望(Law, 2008; Liebmann, 2007; Malchiodi, 2003)。此外，无

意识心灵很难通过语言来解释，而将其形象化后就能够去除障碍，更容易地发现无意识的防御状态、心

理扭曲和负面情绪，并进行认知重建。 
Liebmann (2007)建议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程度参加艺术治疗。艺术是交流和表达的另一个重要

途径，艺术推动创造力，使喜悦可以在群体中分享，艺术品则是特定的有形物体，其作用可后续探讨。

据此而言，艺术疗法能够引发一种兴趣，那就是像艺术家一样通过图片或雕塑来表达内心的世界。这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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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一个在小组成员间进行分享的途径，从而通过艺术疗法或小组任务将个人体验与小组体验结合起来。

因此，研究人员将根据长期的经验和以往针对校园暴力受害者开展艺术治疗活动的研究成果，研究艺术

治疗方案的开发，以缓解韩国青少年遭受的校园暴力伤害及其在适应学校生活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2.4. 先例研究分析 

关于艺术疗法的研究是海内外长期关注并予以认可的一个方向。作为艺术疗法研究人员之一，

Malchiodi (2003)表示，艺术疗法的创建有助于掌握个体在内心世界实现过程中的冲突化心理状态和情绪

状态。他还表示自己在缓解个人心理冲突和重构病理心理结构方面发挥了作用。Naumberg (1966)认为，

利用艺术媒介进行的艺术心理疗法对于促进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控制抑郁和愤怒情绪非常有效。Law 
(2008)也认为，将艺术活动作为治疗手段可以起到宣泄或扩大感官体验的作用。此外，经历挫折的年轻人

通过在艺术活动过程中表达内心的冲突，可以有效地克服挫折感并增强自我力量。Moules (2008)认为，

艺术疗法是以艺术形式为媒介使儿童和青少年获得解决生活问题所必需的态度和自我管理技能，培养他

们的创造力、自信心，并且可以改善态度。 
特别是通过小组艺术疗法，青少年可以在艺术治疗过程中有效地表达他们的思想和情感，并且在此过

程中认识自我，强化自我概念。此外，艺术疗法旨在通过创作过程来获得希望和成就感，并通过相互交流

来促进信任和提升社交能力，从而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Kim (2010)发现，小组艺术疗法可以通过小组成

员提供支持，有助于青少年健康地成长并缓解他们的心理问题，从而更好地适应学校生活以及外部环境。 
根据以往的研究(Park, 2017; Kim, 2010; Munley, M., 2002; Malchiodi, 2003; Gantt & Tabone, 1998)，团

体艺术治疗项目可以促进团队成员之间的互动，从而提升满意度，并通过共同联合观察获得发现的快感、

共情和接受的喜悦，从而增强了人际关系。这种方法的效果搜索可见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学校生活中

推行团体艺术治疗方案，以改善校园暴力受害者的心理健康程度。在这项研究中，团体艺术治疗项目旨

在研究如何愈合校园暴力受害者的心灵和心理问题，从而使他们更好地适应学校生活。 

3. 艺术治疗方案的开发 

3.1. 艺术治疗方案的开发原则 

本研究的目的是在艺术疗法中应用积极心理学来推进艺术治疗方案，从而提升心理健康状态和对

学校生活的适应能力。积极心理学是一种积极的治疗方法，可以系统地提升能力，发现优势，并且积

极心理学的关注点不是校园暴力受害者经历的否定的情绪认知，而是关注其积极的认知情绪(Seligman, 
2011)。积极心理学利用各种媒介对自我进行回顾，并积极表达在这一过程中发现的自我优势，在此过

程中，校园暴力的受害者可以发现自己新的一面，从而培养积极的情绪，并促成积极的变化。积极情

绪、投入、人际关系、意义和成就(英文缩写为“PERMA”)是积极心理学强调的幸福五元素，这五元

素可以帮助参与者通过自我了解和团体成长回到快乐、健康的学校生活中。首先，积极情绪是指积极

的情感因素，这是存在于主观标准中的理论目标。其次，通过参与投入其中也是源于现有的幸福理论，

并由主观感受进行衡量。第三，积极的人际关系能够使生活产生巨大的差异。第四，生活的意义。有

意义的生活被定义为通过更宽泛的体验来获得自我实现和心理幸福。第五，成就。人们在追求和取得

成就时通常充满喜悦。 
积极的心理因素与艺术治疗活动相结合，可以有效地提升积极的态度，增强自尊，形成积极的自我

形象(Malchiodim, 2003)。另一方面，艺术疗法具有通过艺术媒介将校园暴力受害者的内部压力刺激表现

出来的独特作用，可以使他们通过艺术表达来体验宣泄感，从而让受害者通过激发和放松情绪的生理反

应来缓解恐惧或情绪压力(Baer, Fischer, & Hus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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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结果，校园暴力的受害者通过艺术活动反复寻找自己的优势和资源，变得自信起来，并高度肯

定自己的价值，而且小组合作过程中的资源也可以扩展成为自己的资源。从这个角度看，艺术作品可以

让观者积极地看待自己的问题，并从创意的角度重新诠释这些问题。此外，参与者在团体中安全地表达

自己不舒服的感受，从而得到心理的释放，并获得团体成员的积极反馈，为他们提供自我成长的机会。

因此，研究人员基于积极的心理学理论开发了一种艺术治疗方案，并希望通过艺术疗法来表达遭遇校园

暴力后的愤怒感受与压力。此外，校园暴力受害者每次通过艺术疗法完成的作品都可以表达出他们的内

心意识和无意识的情绪，这将成为受害者理解和接受自己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这些受害者可以获得适

应学校生活的积极能量。 

3.2. 开发艺术治疗方案的程序 

本项研究的目的是开发一个基于积极心理学的艺术治疗方案，用以治疗由校园暴力造成的心灵和心

理问题，并健康地适应学校生活。程序开发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具体如图 2 所示。 
1) 第一步：确定方案目标 

-通过文献综述来分析校园暴力的现状和问题； 
-确定校园暴力的概念和类型(利用文献、互联网)； 
-分析校园暴力的预防以及预防方案。 

2) 第二步：基于积极心理学构建艺术治疗方案的活动计划 
-针对校园暴力受害者的艺术治疗方案的案例研究； 
-分析使用艺术疗法治疗校园暴力受害者的案例及其有效性； 
-回顾文献和程序案例，根据研究人员在艺术治疗方案上的开发经验和研究成果拟定初步方案。 

3) 第三步：验证艺术治疗方案内容的有效性 
-基于积极心理学的艺术治疗活动分析； 
-通过访问三名校园暴力咨询专家和七名现场指导经验专家来验证内容的有效性。 

4) 第四步：制定治疗校园暴力受害者并帮助他们适应学校生活的艺术方案 
-现场教师咨询反馈、方案可行性清单和方案完成情况； 
-将艺术教师咨询团队方案进行现场应用的可能性； 
-与艺术教师咨询团队进行深入访谈并进行可行性研究后，完成艺术治疗方案。 

3.3. 艺术治疗方案的组成内容 

艺术治疗方案的发展目标是加强年轻人在学校生活中所需的积极情绪，并愈合校园暴力造成的伤害。

此外，此方案可以帮助年轻人顺利地适应学校生活并恢复积极的人际关系。鉴于此，我们的目标是让参与

者自己追求幸福生活的意义，并最终提高适应对学校生活和心理健康的积极影响。本次研究由阶段 1 (1~2
次)、阶段 2 (3~6 次)、阶段 3 (7~10 次)、阶段 4 (11~12 次)组成。12 场次，每场 60 分钟，详情见表 2。 

4. 艺术治疗方案的效果 

4.1. 参与研究的人员 

本研究选取 S 市某中学一、二、三年级中遭遇过校园暴力并对适应学校生活(学校生活的秩序、规则

和交友)感到困难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中学老师的推荐，最初被选中的学生有 30 人。在这些学生

中，有 10 名学生因为校园生活适应量表的分数很高，而被认为可以很好地适应校园生活，因此最终排除

这 10 名学生，然后选取剩余的 20 名学生按照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分组并参加艺术治疗的项目。艺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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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Art therapy program development 
图 2. 艺术治疗方案开发程序 

 
Table 2. Art therapy program based on positive psychology 
表 2. 基于积极心理学的艺术治疗方案 

步骤 场次 主题 活动 活动工具 

第 1 步 建立信心 
1 定位 

(自我介绍) 
-描述方案的目的和方向并确定分组规则。 
-自我介绍 

-4 开纸、彩色铅笔 
-4B 铅笔、橡皮擦 
-问卷 

2 记忆中的颜色 -回想过去的积极肯定情绪 
-用颜色表达过去的情绪来理解自我 

-颜料、剪刀 
-彩色相册、胶水 

第 2 步 
通过过去的 
经验回忆积 
极的情绪 

3 找到自我优势 
-找到自己的优势 
-创建一个虚拟形象来代表他自己并将 
正面的自我形象呈现给小组成员 

-纸面具，彩色工具 
-彩色粘土、胶水 
-蜡笔、剪刀 

4 表达你的感受 -谈论你生活中最艰难的时刻(表达你的情绪， 
理解对方，同时体谅群体成员) 

-活动纸、绘图纸 
-砂纸、着色工具 

5 行动绘画 -用布在一张纸上自由染色，喷上喷雾剂 
-使用包括手掌在内的身体部位来作画 

-彩喷、涂料 
-绘图纸、布 

6 宽恕和爱 -通过宽恕获得积极的情绪认可 
-积极承认负面情绪 

-活性纸、绘画纸、油漆 
-着色工具、蜡烛等 

第 3 步 建立积极的 
自我形象 

7 一个爱我的 
家庭 

-在绘制家庭关系画之后寻找家庭对我的意义 
-认识到你在家庭中的角色和优势 

-绘图纸、着色工具、油漆 
-彩色铅笔、4B 铅笔、橡皮擦 

8 你想对朋友 
说些什么 

-积极对话并赞扬与朋友的积极关系 
-小组对话和讲述成功故事 

-着色工具、五彩纸屑、剪刀 
-油漆、胶水、胶带 
-人际关系绘图纸 

9 享受你的 
学校生活 

-找到你想在现实生活中改变的习惯 
-通过改变你在学校生活中需要改进的 
习惯来提高你的自信心 

-五彩纸屑、胶水、剪刀、涂料 
-彩色的铅笔，胶带 
-涂彩，气球 

10 梦树 
-使用各种彩色的纸张、着色工具和艺术材料 
绘制和装饰你的“梦树” 
-积极和充满活力的未来、希望实现的愿望 

-各种彩色纸和布 
-胶带和剪刀 

第 4 步 加强未来的 
积极情绪 

11 给亲人 -制作手工文具和信封 
-给三个最爱和最关心自己的人写一封感谢信 

-文具、信封 
-彩色笔、彩色铅笔 

12 我的新面貌 

-制作粘土立体作品 
-用粘土来表达我变化的外表 
-恢复自信以适应学校生活 
-我的外表因艺术治疗活动而改变 

-粘土、着色工具 
-粘土三维雕刻工具 
-活动照片 
-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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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Characteristics of research participants 
表 3. 研究参与者的特征 

区分 
实验组 对照组 总分 

N (%) N (%) N (%) 

年级 

一年级 4 (40.0) 4 (40.0) 8 (40.0) 

二年级 4 (40.0) 4 (40.0) 8 (40.0) 

三年级 2 (20.0) 2 (20.0) 4 (20.0) 

总分 10 10 20 

 
疗方案于 2017 年 10 月 17 日至 11 月 23 日间在咨询室开展，每周两次，每次 60 分钟，共 12 场。选择的

参与者通过无线分配的方法被分到实验组和对照组，研究对象的一般特征见表 3。 

4.2. 测量工具 

在这项研究中，使用 Ku et al. (2016)开发的韩国学校青少年适应量表(K-SASA)来分析受害者对其学

校生活的适应性。韩国学校青少年适应量表(K-SASA)是通过对韩国学生和以往研究中使用的测量工具进

行深入访谈而制定的。总共有 6 个维度 36 个问项构成。为了验证 K-SASA 的信度和效度，研究人员于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 月对韩国首尔的青年进行了一项预备调查，结果显示 Cronbach Alpha = 0.94，
因此可得出，这个问卷项目是测定韩国学校青少年适应性的最有代表性的可靠方法。Nunnally (1978)认为，

探索性研究领域的 Cronbach Alpha 值为 0.6 或更高，基本领域为 0.80，需要进行关键决策的应用研究领

域为 0.90。另外，Van de Ven & Ferry (1980)还发现，如果在组织单位层面的分析中，通常所需的 Cronbach 
Alpha 值为 0.60 或更高，那么测量工具的信度就不成问题。在 K-SASA 的信度分析的所有领域中发现

Cronbach’s Alpha 值为 0.6 或更高。本研究设置了学术适应、同伴关系和教师关系的子领域量表来衡量学

校对青少年的适应。问卷以 5 分制衡量，分数越高，对学校生活的适应性越高。 

4.3. 分析方法 

本研究收集的数据使用 SPSS 20.0 for Windows 进行分析，具体分析方法如下。首先进行频率分析和

描述性统计，以确定研究对象的一般特征。其次，计算 Cronbach’s α 来验证测量工具的可靠性。第三，

我们进行了同质性检验和 t 检验，以确定艺术治疗方案对校园暴力受害者适应学校生活的影响。通过这

项研究，分析了实施该计划前后的受试者之间的得分差异是否有意义。 

4.4. 分析结果 

4.4.1. 同质性检查 
在分析艺术治疗方案的有效性之前，验证了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同质性。这是因为通过验证学校生活

适应性的同质性，可以证明实施艺术治疗方案后实验组的变化是方案干预的结果。为此，进行同质性测

试以确定在艺术治疗方案预处理之前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学校适应性是否有差异。课堂适应性、同伴

关系和教师关系没有显着差异，并验证了两组的同质性。表 4 显示了本研究中学校适应性的同质性测试。

课堂适应性 t = 0.298, p > 0.05)、同伴关系(t = 0.891, p > 0.05)和教师关系(t = 0.335, p> 0.05)没有显着差异，

验证了两组的同质性。表 4 显示了本研究中学校适应性的同质性测试。 

4.4.2. 艺术治疗方案对学校生活适应性的影响 
1) 对总体学校生活适应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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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艺术治疗方案对学校总体生活适应程度的影响，实验组青少年得分为 4.01 分，对照组学生

得分为 3.47 分(p < 0.05)。从不同年级来看，一年级学生在实验组(4.02)和对照组(3.30)中得分较高(p < 0.05)。
在二年级实验组中，接受艺术疗法后的测试分数为 4.10，对照组为 3.63 (p < 0.05)。在三年级组别中，实 
验组的治疗后测试分数为 3.83，对照组为 3.33。实验组较高(p < 0.05)。结果如表 5 所示，艺术治疗方案

有改善学校生活适应性的效果，并且对每个年级都同样具有效果。 
2) 对学习适应性的影响 
通过分析艺术治疗方案对学习适应性的影响，实验组学生得分为 4.01 分，对照组青少年得分为 3.47

分(p < 0.05)。从不同年级来看，一年级学生在实验组(4.02)和对照组(3.30)中得分较高(p < 0.05)。在二年

级学生实验组中，接受艺术疗法后的测试分数为 4.10，对照组为 3.63(p < 0.05)。在三年级组中，实验组

接受艺术疗法后的测分数为 3.83，对照组为 3.33。实验组较高(p < 0.05)。结果如表 6 所示，艺术治疗方

案有改善学习适应性的效果，并且对每个年级都同样具有效果。 
 
Table 4. Homogeneity test of adaptation to school life 
表 4. 学校生活适应性的同质性测试 

分类 N M SD t p 

课堂适应性 
实验组 10 2.91 0.845 

0.298 0.753 
对照组 10 2.98 0.554 

同伴关系 
实验组 10 2.94 0.893 

0.891 0.908 
对照组 10 2.91 0.898 

教师关系 
实验组 10 2.78 0.998 

0.335 0.722 
对照组 10 2.86 1.071 

学校总体生活适应

性 

实验组 10 2.96 0.414 
0.899 0.922 

对照组 10 2.98 0.420 

 
Table 5. Effects on overall school adaptation 
表 5. 对学校总体生活适应性的影响 

年级 
实验组 对照组 

t p 
N M (SD) N M (SD) 

一年级 
前 10 3.12 (0.57) 10 3.18 (0.39) −1.145 0.271 

后 10 4.09 (0.56) 10 3.22 (0.38) 3.178 0.007* 

二年级 
前 10 3.36 (0.37) 10 3.38 (0.14) −0.541 0.664 

后 10 4.03 (0.44) 10 3.39 (0.15) 4.654 0.000* 

三年级 
前 10 3.22 (0.29) 10 3.12 (0.38) −0.819 0.447 

后 10 3.95 (0.37) 10 3.16 (0.35) 4.329 0.000* 

总体 
前 10 3.13 (0.42) 10 3.43 (0.36) −1.332 0.189 

后 10 4.09 (0.45) 10 3.45 (0.37) 6.557 0.000*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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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同伴关系的影响 
通过分析艺术治疗方案对同伴关系的影响，实验组学生的同伴关系得分(4.06)高于对照组(3.61) (P < 0.05)。

从不同年级来看，一年级实验组(4.01)比对照组(3.36)得分高(p < 0.05)。二年级实验组在接受艺术疗法后

的测试分数为 4.15，对照组为 3.880(p < 0.05)。三年级实验组后来的测试得分为 3.94，对照组为 3.32，实

验组较高(p < 0.05)。通过这项研究发现，艺术治疗方案具有加强同伴关系的作用，并且对每个年级都同

样具有效果(见表 7)。 
4) 对教师关系的影响 
通过分析艺术治疗方案对教师关系的影响，实验组学生和对照组学生分别为 4.16 和 3.62 (p < 0.05)。从不

同年级来看，一年级实验组为 4.18 分，对照组为 3.77 分(p < 0.05)。二年级学生在接受艺术疗法后的测试分数

为 4.25，对照组为 3.79 (p < 0.05)。三年级实验组后来的测试得分为 3.97，对照组为 3.19，实验组较高(p < 0.05)。
通过这项研究，发现艺术治疗方案有增强教师关系的作用，并且对每个年级都同样具有效果(见表 8)。 
 
Table 6. Effects on academic adjustment 
表 6. 对学习适应性的影响 

年级 
实验组 对照组 

T p 
N M (SD) N M (SD) 

一年级 
前 8 3.05 (0.70) 8 3.34 (0.55) −0.940 0.363 

后 8 4.02 (0.64) 8 3.30 (0.50) 2.489 0.026* 

二年级 
前 18 3.52 (0.30) 18 3.59 (0.18) −0.846 0.404 

后 18 4.10 (0.47) 18 3.63 (0.16) 4.077 0.000* 

三年级 
前 10 2.93 (0.27) 10 3.24 (0.41) −2.024 0.058 

后 10 3.83 (0.37) 10 3.33 (0.44) 2.733 0.014* 

总体 
前 36 3.25 (0.49) 36 3.44 (0.38) −1.819 0.073 

后 36 4.01 (0.49) 36 3.47 (0.37) 5.240 0.000* 

*p < 0.05。 
 
Table 7. Effects on peer relationship 
表 7. 对同伴关系的影响 

年级 
实验组 对照组 

t p 
N M (SD) N M (SD) 

一年级 
前 8 3.10 (0.73) 8 3.36 (0.56) −.982 0.343 

后 8 4.01 (0.69) 8 3.42 (0.47) 2.219 0.043* 

二年级 
前 18 3.70 (0.48) 18 3.82 (0.14) −0.992 0.328 

后 18 4.15 (0.46) 18 3.88 (0.14) 2.340 0.025* 

三年级 
前 10 3.27 (0.37) 10 3.17 (0.49) 0.517 0.612 

后 10 3.94 (0.52) 10 3.32 (0.65) 2.354 0.030* 

总体 
前 36 3.45 (0.57) 36 3.55 (0.47) −0.829 0.410 

后 36 4.06 (0.53) 36 3.61 (0.49) 3.768 0.000*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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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Effects on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表 8. 对教师关系的影响 

年级 
实验组 对照组 

T p 
N M (SD) N M (SD) 

一年级 
前 8 3.48 (0.58) 8 3.75 (0.49) 0.994 0.337 

后 8 4.18 (0.44) 8 3.77 (0.52) 1.704 0.011* 

二年级 
前 18 3.83 (0.36) 18 3.72 (0.18) 1.178 0.247 

后 18 4.25 (0.42) 18 3.79 (0.16) 4.329 0.000* 

三年级 
前 10 3.03 (0.23) 10 3.21 (0.44) 1.175 0.255 

后 10 3.97 (0.29) 10 3.19 (0.54) 4.029 0.001* 

总体 
前 36 3.53 (0.51) 36 3.59 (0.41) −0.507 0.614 

后 36 4.16 (0.40) 36 3.62 (0.46) 5.262 0.000* 

*p < 0.05。 

5. 结论 

本研究的目的是验证积极心理学应用于艺术治疗方案后对校园暴力受害者的学校生活适应性产生的

影响。通过研究，得出以下几点启发。 
首先，本项研究涵盖若干艺术治疗方案，如基于积极心理学建立信任；通过过去的经验回忆积极的

情绪；建立积极的自我形象；以及增强未来的积极情绪。研究人员利用这一方案，观察了遭受过校园暴

力影响的青少年在治疗过程中的积极变化。换句话说，在艺术治疗项目的早期阶段，由于校园暴力而不

愿意表达自己情绪的年轻人，在积极参与该项目艺术活动的过程中逐渐学会表达自己的感受并发现自己

的势。尤其是，在应用积极心理学的团体艺术治疗初始，青少年普遍缺乏自信、怀疑自我，所以他们对

所有人际关系和学校生活都抱持消极态度。根据艺术疗法的结果来看，遭受校园暴力的青少年在项目过

程中发现了自己的优势并获得了积极的力量，从而适应了学校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积极的情绪、积极的

关系和意义都是艺术治疗项目中引入的积极心理学原理，它们对学校生活适应性具有积极的影响。这也

证实了艺术治疗方案可以利用积极心理学来帮助遭受校园暴力的学生重拾健康的学校生活。 
其次，基于积极心理学的团体艺术治疗能够有效地帮助校园暴力受害者适应学校生活。事实证明，

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后期测试中的学校适应性的整体平均分数具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学校适应性、学习

适应性、同伴关系和教师关系的分量表存在显著差异。该项研究结果与之前的研究结果相一致(Kim, 2015; 
Beaver et al., 2009; Huh, 2012)。根据报告，采用积极心理学的团体艺术疗法可以有效地帮助青少年适应学

校生活。因此，研究表明，应用积极心理学的团体艺术疗法对青少年的朋友问题和教师关系有着积极的

影响，是改善总体学校生活适应性的有效方法。 
由于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故提出以下建议。首先，该研究仅选择了 10 个实验组和 10 个对照组，

仅此将研究结果推广到全部青少年尚有不足。因此，应继续研究应用积极心理学的艺术治疗方案对青少

年适应学校生活的影响，并克服局限性，进行后续研究并扩大研究的规模。其次，在验证艺术治疗方案

的有效性时进行的是短期研究，在未来的研究中，有必要通过长期研究来掌握艺术治疗方案的有效性。

特别是，艺术治疗课程在正规学校课程中应用的可行性。因此，有必要通过启动可以持续参与的艺术治

疗方案来防止校园暴力，解决学生遇到的问题，而不是只在短期内帮助青少年获得的健康学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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