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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绘画心理课程对乡村儿童创造力干预效果。方法：对两个四年级班级乡村儿童进行创造力量

表前后测，其中干预组进行10次课绘画心理课程辅导，从创造力的冒险性、好奇性、想象力和挑战性四

个维度分析绘画干预效果，对照组不做干预。结果：经过绘画心理课程辅导后，干预组在冒险、好奇、

想象三个维度得分达到显著性差异(p < 0.01)，其中，男生、女生均在冒险、好奇、想象三个维度得分达

到显著性差异，干预组的留守儿童在好奇、想象维度达到显著性差异；对照组在好奇、想象两个维度达

到显著性差异(p < 0.01)，其中，男生在好奇、想象维度达到显著性差异，女生在好奇维度达到显著性差

异，对照组留守儿童在所有维度均无显著性差异。结论：绘画心理课程辅导可以培养农村儿童创造力，

尤其是对留守儿童和女生有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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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a painting psychology course on the creativity of rural 
children. Methods: Two fourth-grade classes of rural children were tested using a creativity scale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received 10 lessons of painting psy-
chology, and the effect of the intervention was analyzed across four dimensions of creativity: ad-
venture, curiosity, imagination, and challenge. The control group did not receive any intervention. 
Results: After the painting psychology course, the intervention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
ences in adventure, curiosity, and imagination (p < 0.01). Boys and girl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dventure, curiosity, and imagination,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uriosity and imagination; The control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uriosity and imagination (p < 0.01), among which the 
boys achiev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uriosity and imagination, the girls achiev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uriosity, and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in the control group achiev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ll dimensions. Conclusion: The painting psychology course can enhance the crea-
tivity of rural children, which was particularly predictive for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gir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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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在人工智能兴起的今天，儿童的创造力对于适应未来的发展和需求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具备这些人

工智能无法取代的创新型问题解决能力，才能更好地适应未来不断变化的学习和工作环境。多项研究表

明，家庭环境对小学生创造力发展具有密切关系和影响(张景焕等，2020)。相比于乡村儿童，城市儿童可

能更容易接触到前卫、多样化的教育思想和机会，所以，乡村儿童创造力培养意识急需提升。儿童语言

表达能力有限，绘画是人类进化历程中最原始的记录方式，也符合儿童天性需求。绘画疗法能够让绘画

者在绘画过程中运用非言语工具化解无意识冲突、缓解焦虑情绪、提升自我概念、恢复认知功能、强化

注意力(樊香麟，苑璞，2020)。当前，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不多，乡村学校心理教师更少，甚至受

过心理知识培训的乡村教师都屈指可数。故本研究试图通过设计适合乡村儿童创造力培养的有效、易行、

可复制的绘画心理辅导课程，激发儿童探索兴趣和想象力，提高自我监控调节能力、社交技能和问题解

决能力，培养创造性思维，最终促进其认知与情感等自我意识发展。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结合量表测试情况、学生成绩与成长背景，以及教师评定意见，选取 L 市乡村小学两个四年级学生

作为实验对象。经学校、家长知情同意，由班主任统一发放问卷、授课，一个班作为干预组，共 39 人，

男生 22 人、女生 16 人，其中 8 位是留守儿童，男女生各 4 人；另一个班作为对照组，共 36 人，男生

19 人、女生 17 人，其中 10 位是留守儿童，男女生各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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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方法 

2.2.1. 测量工具   
本研究选用威廉斯创造性测验进行测试，该测验由林幸台、王木荣依据威廉斯编制的创造力组合测

验修订而来，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林幸台，王木荣，1997；王英，2001)。该量表包括 50 个条目，包

含冒险性、好奇心、想象力、挑战性 4 个维度，使用 3 级评分制，每一个维度单独记录，得分越高，创

造力倾向越强。 

2.2.2. 绘画心理课程实施   
干预组在日常上课教室开展为期 10 周、每周 1 次、每次 40 分钟的绘画心理课程团体辅导干预。实

验前后对干预组和对照组儿童进行“威廉斯创造性倾向量表”前测和后测。绘画主题主要从流畅性、变

通性和独特性等三个创造力基本特征进行设计和考察，如表 1 所示。 
 
Table 1. The intervention program of painting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表 1. 绘画心理辅导干预方案 

主题 目标 相关理论或方法 

房树人绘画 相互熟悉，激发兴趣，观察人格特质和人际关系等(简福平，

何仕瑞，2022)。 房树人(HTP)测验 

多维添加画 发挥想象力、创造力，发现独特性。 发散思维 

画画接龙 不确定性应对与合作能力培养。 头脑风暴法 

游戏绘画 敢于突破常规，培养问题解决能力。 情境式交往训练 

手工贴画 突破功能固着，培养整合力。 构建操作子理论 

外星人协作画 想象力培养与合作学习。 自由联想 

“随音律动” 
情境绘画 无主题自由想象，考察创造力。 

强制联想法 
Amabile 创造力表现情景说

(Amabile, 1996) 

身体作画 学会运用自己，发挥品格优势。 投射理论 

符号作画 培养形象思维能力、表象能力。 智能理论 

钟表绘画 
检测视觉空间知觉、执行功能，包括注意控制、认知灵活性

和目标制定等，涉及时间概念、语义和工作记忆、自我调节

等方面(王梦龙等，2007)。以钟作为结束，隐喻课程整体感。 
钟表绘画测验(CDT) 

2.3. 结果处理   

本研究采用 SPSS22.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录入、统计分析等处理，主要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和配对

t 检验。 

3. 结果与分析 

3.1. 乡村儿童前后测评分比较   

3.1.1. 干预组与对照组差异性检验   
实验前对干预组和对照组“威廉斯创造性倾向量表”评分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

两组在量表 4 个维度分数上未出现显著差异(p 值分别为 0.753，0.431，0.076，0.955，p 值均 > 0.05)，说

明两组儿童具有同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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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干预组与对照组前后测比较   
对干预组在 10 周干预实验前后测、对照组前后测，通过配对样本 t 检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干预

组在冒险性、好奇心、想象力 3 个维度有显著性差异(p < 0.01)，对照组在好奇心、想象力 2 个维度差异

有显著性差异(p < 0.01)。见表 2。 
 
Table 2. The comparison of each variable score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between interven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表 2. 干预组与对照组儿童干预前后各变量得分比较 

组别 维度 前测 
(M ± SD) 

后测 
(M ± SD) t p 

干预组 
(n = 39) 

冒险性 
好奇心 
挑战性 
想象力 

20.79 ± 2.46 
26.26 ± 3.04 
25.18 ± 3.38 
23.26 ± 2.67 

23.00 ± 3.09 
29.79 ± 3.89 
24.63 ± 5.05 
26.61 ± 3.48 

−3.950 
−4.613 
0.588 
−4.611 

0.000** 
0.000** 
0.560 

0.000** 

对照组 
(n = 36) 

冒险性 
好奇心 
挑战性 
想象力 

22.26 ± 2.85 
27.14 ± 2.61 
24.74 ± 2.43 
23.89 ± 2.72 

23.17 ± 3.11 
30.97 ± 4.31 
25.71 ± 4.85 
26.71 ± 3.46 

−1.260 
−5.352 
−1.025 
−3.537 

0.216 
0.000** 
0.313 

0.001** 

注：*p < 0.05，**p < 0.01，下同。 

3.1.3. 干预组与对照组性别前后测比较   
对干预组男女干预前后测、对照组男女前后测，通过配对样本 t 检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干预组

男生在冒险性、好奇心、想象力 3 个维度有显著性差异，对照组男生在好奇心、想象力 2 个维度有显著

性差异；干预组女生在冒险性、好奇心、想象力 3 个维度有显著性差异，对照组女生仅在好奇心维度有

显著性差异。见表 3。 
 
Table 3. The comparison of each variable score among boys and girl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between interven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表 3. 干预组与对照组儿童干预前后男女各变量得分比较 

组别 维度 
男 女 

前测           后测 
(M ± SD) p 前测           后测 

(M ± SD) p 

干 
预 
组 

冒险性 
好奇心 
挑战性 
想象力 

21.55 ± 2.40 
27.18 ± 3.08 
25.82 ± 3.75 
23.32 ± 2.71 

23.23 ± 2.67 
29.50 ± 3.73 
23.82 ± 5.12 
27.00 ± 3.35 

0.017* 
0.010* 
0.104 

0.001** 

19.75 ± 2.21 
25.00 ± 2.56 
24.31 ± 2.65 
23.19 ± 2.69 

22.69 ± 3.66 
30.19 ± 4.20 
25.75 ± 4.88 
26.06 ± 3.70 

0.009** 
0.002** 
0.332 
0.027* 

对 
照 
组 

冒险性 
好奇心 
挑战性 
想象力 

22.26 ± 3.05 
27.16 ± 2.59 
24.63 ± 2.43 
23.11 ± 2.26 

22.74 ± 2.79 
30.74 ± 4.07 
24.58 ± 4.22 
26.84 ± 3.52 

0.548 
0.001** 
0.964 

0.003** 

22.25 ± 2.70 
27.13 ± 2.73 
24.88 ± 2.50 
24.81 ± 2.99 

23.69 ± 3.48 
31.25 ± 4.71 
27.06 ± 5.34 
26.56 ± 3.50 

0.291 
0.002** 
0.176 
0.160 

3.1.4. 干预组与对照组留守儿童前后测比较   
对干预组留守儿童干预前后测、对照组留守儿童前后测，通过配对样本 t 检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

干预组留守儿童在好奇心、想象力 2 个维度有显著性差异，对照组留守儿童没有显著性差异。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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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he comparison of each variable score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between interven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of left-behind children  
表 4. 干预组与对照组留守儿童干预前后各变量得分比较 

组别 维度 前测 
(M ± SD) 

后测 
(M ± SD) t p 

干预组 
(n = 8) 

冒险性 
好奇心 
挑战性 
想象力 

21.75 ± 2.87 
26.13 ± 3.94 
25.25 ± 4.62 
23.50 ± 3.34 

23.38 ± 3.25 
31.63 ± 2.62 
26.38 ± 4.27 
26.38 ± 3.34 

−1.059 
−3.924 
−0.594 
−2.757 

0.325 
0.006** 
0.571 
0.028* 

对照组 
(n = 10) 

冒险性 
好奇心 
挑战性 
想象力 

21.89 ± 2.52 
28.33 ± 3.12 
23.44 ± 3.00 
24.78 ± 2.73 

22.56 ± 3.54 
31.22 ± 4.24 
25.89 ± 4.70 
27.11 ± 3.55 

−0.521 
−1.957 
−1.537 
−1.501 

0.617 
0.086 
0.163 
0.172 

3.2. 学生课程评价反馈 

在绘画心理课程辅导结束后一周，采用学生自评方式(1~5 级评分)调查绘画心理课程评价情况与自我

认知情况，结果显示：学生对课程组织内容、形式均比较满意(M = 4.22)，体现沉浸体验感的课堂专注时

间更长、课堂放松程度更好(M = 3.82)，体现积极思考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有所提升(M = 3.47)，体现冒险

性、挑战性的胆量自评为中等(M = 3.02)。这与干预组、对照组前后测配对 t 检验结果一致。说明，无论

是否进行绘画心理课程干预，挑战性维度均未显著提升。 

3.3. 教师课堂观察 

根据绘画作品分析，结合实施人员观察、计时，从笔触、线条、画幅等图形表现和命名等方面体现

儿童行为监控调节能力、情绪情感能力和语义表达水平均有显著提升；在第 4 次绘画心理辅导课时，明

显发现学生思维开阔，敢于大胆绘画，画面丰富度更高，自由度更高，同时，专注绘画时间也在不断提

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注意力水平得到了提升发展。 

4. 结论与讨论 

4.1. 绘画心理课程对创造力发展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 4 年级学生创造力发展呈现上升趋势，与张景焕等(2020)、沃建中等(2009)、Camp (1994)
等研究结果一致。同时，本研究还有一些新的发现，在该阶段创造力发展上，干预组男生 3 个维度显著，

干预组女生 3 个维度显著，干预组留守儿童 2 个维度显著，对照组男生 2 个维度显著，对照组女生 1 个

维度显著，对照组留守儿童不显著。因此，绘画心理课程辅导对乡村留守儿童和小学女生创造力发展具

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4.2. 绘画心理课程对留守儿童创造力发展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绘画心理课程对留守儿童创造力发展具有预测作用，原因可能有三个方面：一、提供学

校环境支持(Amabile, 1996)。留守儿童家庭和社会支持较少(罗静，王薇，高文斌，2009)，而小学生在学

校时间长，学校本身承担着教书育人职责，故学校支持对于学生成长发展尤为重要。绘画心理课程性质

不同于常规课程，没有硬性考核任务和要求，课堂氛围轻松活跃，更利于学生表达和思维发散(Torrance & 
Myers, 1970)。二、提供重要他人关系支持。课程中合作与相互观摩，促进彼此了解，满足了学生同伴关

系支持需求(韩琴，胡卫平，贾小娟，2013)；同时，教师的肯定、鼓励等正向支持行为促进学生敢于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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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满足了来自教师权威的关系支持需求(Choi, 2004)。三、整个绘画过程依赖于大脑多个脑区之间复

杂的交互作用而完成，创作过程中的情绪情感和记忆等以非语言形式进行表达，具有隐匿性，便于学生

自由发挥。同时，课程中相互观摩与欣赏等具有合作性与激发性，从而能够训练学生的注意力、抽象思

维能力、形象思维能力、想象力、言语表达能力等(王宁，刘烟等，2018)。维果茨基提出，教学要走在发

展前面，并不断创造着学生的最近发展区。留守儿童因多种原因导致创造力发展受限，值得社会各界关

注，同时，还应提供相应支持，不断拓展他们的最近发展区，以助力其潜能发挥。 

5. 研究不足与展望 

5.1. 研究不足   

本研究仅选择了四年级三十多位乡村儿童进行绘画心理辅导干预，样本量小，没有涉及其他年龄段

儿童、其他类型儿童，研究成果代表性不足；本研究没有就留守年限、家庭结构与经济地位等情况进一

步探究留守儿童创造力发展影响因素；本次绘画心理辅导课程设计没有使用色彩、写生、民间艺术元素

等内容；“威廉斯创造性倾向量表”为自评量表，评价不够客观，评价方式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已达到

本研究目的，为探索儿童创造力培养路径提供了有益参考和借鉴。 

5.2. 研究展望   

今后研究可以从绘画图形分析、语义表达等进一步探索儿童情感、认知和意志等发展情况，根据儿

童年龄、性别、儿童类型等进一步丰富绘画元素和进行绘画心理辅导方案设计，从而有效促进儿童全面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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