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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小学高年级心育中，教师要立足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利用绘画心理技术践行积极心育。教师要引

导学生以画为镜，用“动物自画像”“爬山图”等，趣化自我认识；以画抒情，用“情绪温度计”“儿童曼陀罗”等，深化情

绪表达与转化；以画作媒，用“友情四象限”“家庭动态图”等，读懂内心，链接人际交往，培育积极心理品质，实现学生

的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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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年
修订）》，立足小学高年级学生心理发展的普遍性和

特殊性，开展有重点、有实效的心理健康教育，促进

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为心理辅导教师的职责

所在。

绘画心理技术是表达性艺术治疗的方法之一。

发展心理学把绘画看作儿童心理发展的一面镜子，

认为绘画能够反映儿童潜意识层面的信息，是将潜

意识视觉化的过程。同时，学生对绘画的防御心较

弱，在绘画过程中往往会无意识地把内心深处的动

机、情绪等融入作品中。小学高年级学生处在10～
12岁这个年龄段，这一阶段的学生自我意识增强，

对事物有自己的思考与主张，对心育中的部分活动

趋于应付，能够用一定技术隐藏自己的情绪，使教

师难以发现问题，从而错失最佳辅导时机。基于

此，教师将绘画心理技术灵活应用到高年级心育

中，能够直观了解学生的心理特点，拓展积极心理

培育路径，让心育更具实效。

一、以画为镜：打破防御，趣化自我认识

绘画心理辅导有助于学生发现自我、建设自

我。当学生投入心力完成一幅作品后，往往会花更

多的时间欣赏它，并在这个过程中增强自我认同

感；同时，学生在创作中会自然而然地探寻解决问

题的多种办法，提升认知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增

强自尊心。

11..动物自画像动物自画像———物象投射—物象投射，，寻找内心自我寻找内心自我

动物画最早由雅各布·莫雷诺应用于心理投射

领域。研究表明，动物的选择与学生的自我意识、

心理依恋、性别认同具有显著的关系。

学生对写实性自画像往往会比较戒备，但动物

自画像则能有效打破学生的防御心。如教学《心理

健康》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男生与女生》第一课

《我喜欢我》时，教师可在课前增加自我了解的环

节，要求学生想象自己是某种动物，并画下来（见图

1～4）。

动物自画像以绘画者的自我意识为前提，动物

的属性和特点，往往与绘画者的某些特质相吻合。

笔者发现，男生画老虎、猴子的较多，其背后带有一

种权威性、能力强的含义；女生往往喜欢画小型动

物，如松鼠、兔子等，更多展现了富有爱心、温柔友

好的一面。绘画心理学认为，画猛兽的孩子一般具

有争强好胜、容易冲动、态度强硬、非常活跃、渴望

独立等个性特点。但在现实生活中，图 4的老虎自

画像来自一个男生，他个子小巧，看起来比较文静。

教师在面对这种冲突的情况时，要多观察、多了解，

帮助学生解读内心、认识自我：是学生内心住着“猛

兽”，不甘平庸；还是学生生活中存在权威角色，学

生对其有畏惧心。这些都是值得教师关注和研

究的。

不同动物背后隐藏着不同的性格特点，也代表

了拥有不同性格特点的学生，甚至暗示了学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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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对其影响较大的人或事。通过绘制动物自

画像，学生能够充分展现自己丰富多彩的内心世

界，探寻潜意识中的自我，更好地认识自己，从而在

今后得到更好的发展。

22..爬山图爬山图———审时度势—审时度势，，成就更好自己成就更好自己

相较低、中年级学生，高年级学生自我意识快

速发展，对自我、同伴、教师、家长、社会都有自己的

独立判断。同时，高年级学生正处在小升初的关键

时期，学业压力较大。基于此，教师可以引导学生

绘制爬山图，以了解自己的压力根源，缓解压力，增

强内在动力。

进入六年级，教师可特设一节释放压力的心理

课。课上，教师引导学生思考：“请大家闭上眼睛，

回想一下你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并把解决问题的过

程想象成在爬一座山。这座山是什么样子的？你

是怎么爬山的？把自己爬山的过程画下来吧！”在

爬山图中，山的高度和陡峭度象征问题的难易程

度，爬山的方式则象征解决问题的方法。绘制爬山

图，既有助于学生在梳理过往经历的过程中释放心

理压力，树立自信心，又能引导学生思考自身的优

势、拥有的资源，以更好地解决现实中的难题。

高年级学生往往有丰富的心理体验，但难以用

语言清楚表达。绘制爬山图，能使学生站在第三视

角，重新审视周围环境和内在自我，进一步了解自

己，并思考如何更好地提升自己。

二、以画抒情：引导表达，深化情绪辅导

绘画心理治疗大师罗宾认为，记忆和许多情感

体验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因此，绘画作为一种价

值中立的符号活动，具有极高的自由度，是一种非

常有效的心理治疗方式。高年级学生感知情绪的

能力日益增强，情绪体验日趋丰富，但是快速生长

的身体与调节情绪的能力尚不匹配，情绪管理能力

欠缺。在以情绪为主题的心育课堂中，教师引导学

生借助绘画将心中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情绪表现出

来，有利于学生了解自己的情绪，做情绪的主人。

11..情绪温度计情绪温度计———数字具象—数字具象，，表达情绪表达情绪

情绪温度计上有 1～10这 10个刻度，数值越

大，代表情绪越明显。学生可以选择任意颜色来表

达自己的情绪。在情绪表达中用温度计的形式，能

让学生快速、直观地感知、表达自己的情绪，同时有

助于教师明确应该重点关注哪些学生的情绪状态。

如《心理健康》五年级下册第二单元《我能管理

情绪》第三课《情绪不可怕》中，要求学生先写一写

最不喜欢的情绪及原因，再说一说哪种颜色代表这

一情绪。教师可以用情绪温度计来替换，引导学生

思考：“回忆这 24小时内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

当时发生了什么？你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

感受如何？静静回忆 3分钟。温度计上有 10个刻

度，刻度值越大，代表你的情绪越明显，当时你的情

绪达到了刻度几？如果用一种颜色来代表你当时

的情绪，你会选择哪种颜色？请你制作自己的‘情

绪温度计’。制作完成后，可以小组分享自己的故

事，感受彼此的情绪。”通过绘画、交流、观察、记录，

学生感受到情绪是多样的，不存在好坏之分，且可

以自我调节。

22..儿童曼陀罗儿童曼陀罗———色彩破防—色彩破防，，转化情绪转化情绪

人有多种情绪实属正常，那么怎么宣泄愤怒、

厌恶、委屈等情绪？怎么获得内心的平静？儿童曼

陀罗可以帮助学生转化消极情绪，重获内心平静。

曼陀罗绘画是心理分析学派创始人荣格在无意中

发现的，它是根据颜色、形象，从作品命名、颜色搭

配、作品感受等角度来评估绘画者的心理健康水

平的。

如教学《心理健康》五年级下册第二单元《我能

管理情绪》第四课《接纳我的情绪》时，教师可以将

教材中的“写一写”替换成学生更感兴趣的绘画。

在绘画之前，教师给学生提供一个安静的环境，引

导学生深呼吸：“深深吸气，感受吸入了纯净的宇宙

能量，呼气时想象排出了体内所有的烦恼、压力和

废气，随着呼吸放松身体。现在拿起曼陀罗，不要

思考和纠结，凭感觉选择你觉得舒服的颜色，一个

格子一个格子地填色。就这样跟随内心，在色彩和

线条的协调中，找回内心的安宁与喜悦。”绘画结束

后，教师可以让学生给自己的作品取一个名字，形

成一幅完整的曼陀罗作品。

在心育课堂上，教师要选择结构和图案都相对

简单的曼陀罗绘画，并鼓励学生在课外认识更多的

曼陀罗绘画，以描画自己的“心灵地图”。当学生沉

浸在颜色选择、简单涂抹中时，其内心能够得到一

种平静，有助于学生重构内心的小世界，唤醒自己

的积极情绪体验。

三、以画作媒：读懂内心，链接人际交往

小学高年级学生年龄大约为 10～12岁，由于

自主思维快速发展，他们开始倾向于将真实的世界

呈现出来，并乐于通过写实主义的手法去捕捉周围

事物的特点。在创作中，学生往往能把握每一个作

品的特点，并用不同的颜色去呈现不同的形态，从

而让绘画作品展现出独特的视角。随着年龄的增

长，学生的思维能力和交流能力获得长足的进步，

开始更加看重与社会的联系，渴望得到更多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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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支持，以便更好地融入社会。人际交往对学生的

影响也日益突出，成为影响学生学习投入度和社会

适应度以及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之一。

11..友情四象限友情四象限———敏锐捕捉—敏锐捕捉，，重构同伴关系重构同伴关系

友情四象限可以让学生重拾与同伴之间的回

忆，感受相处过程中的小小幸福，用更敏锐的触角

感知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如《心理健康》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男生与女

生》第二课《快乐相处》中，要求学生说一说“你与男

生（女生）相处得怎样？”。高年级学生对异性之间

的相处往往比较敏感，教师可以用“画一画”代替

“说一说”。课上，教师要求学生将A4纸对折两次，

分成四格，在上面两格画下与同伴相处过程中感到

快乐的两件事，在下面两格画下与同伴相处过程中

感到不开心的两件事。第一轮绘画结束后，找到画

中的同伴，与对方分享画中的故事，如果画中的同

伴不在本班，也可以和其他同学分享。分享结束

后，在原有图画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在分享

中，学生和同伴一起回顾相处的点点滴滴，无形中

提高了自己的交际能力。同时，经由同伴的解释，

学生的不良情绪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消除。

如果四象限的操作难度较大，教师也可缩减成

二象限，让学生分享两个故事。在心育课堂中，教

师要多关注学生的绘画表达，并注意在分享交流环

节中及时梳理和调节学生的负面情绪，促使学生在

积极的情绪体验中完成绘画。

22..家庭动态图家庭动态图———互动表达—互动表达，，改善亲子关系改善亲子关系

家庭动态图在绘画心理分析中应用较广。画

中人物的距离、姿势、完整性等能够反映绘画者与

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家庭成员关系的看

法、态度等。

如教学《心理健康》五年级上册第二单元《听听

父母的唠叨》第三课《“唠叨之歌”》时，教师可以把

绘制家庭动态图作为课前调查方式，要求学生回想

和家人相处的画面，在纸上画一画和家人一起做某

件事的场景，并注意画出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且

不能画火柴人或漫画人物。

通过绘画，学生重温亲子时光，并根据画作中

人物之间的距离等，反思亲子相处模式。从学生绘

制的家庭动态图中，教师发现，有三幅图值得注意，

其中第一幅图缺少“爸爸”这一人物形象，画者用在

厨房“忙”表示，故要与绘画者交流爸爸与他的相处

情况。第二幅图呈现一家人在户外活动的场景，特

别之处是所有人的眼睛都用斜条代替。绘画心理

中，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代表沟通与交流。该生与

家人之间的“沟通”值得教师关注。第三幅图画的

是家庭大扫除的场景。画面中，爸爸一边打扫一边

埋怨：“家里真乱……”妈妈在一旁反驳道：“我哪不

打扫了？”同时，妈妈指挥画者去打扫书架。中间的

他身子朝向爸爸，头则转向妈妈，似乎有点手足无

措。需要注意的是，图中的爸爸妈妈都没有画上耳

朵。绘画心理中，耳朵代表倾听。画中的家庭成员

互相埋怨和指责，缺少倾听与交流。这三幅图中流

露出的信息都值得教师关注。

教师可以通过家庭动态图了解学生的家庭互

动情况，并与部分需要重点关注的学生及家长沟

通，以促进亲子交流，改善亲子关系，建立更加健康

的亲子相处模式。

在心育课堂中使用绘画心理技术，要注意以下

两点：一是创造安全、自由、尊重的绘画环境。教师

要和学生约定尊重、保密的原则，让学生自由表达

内心的想法。此外，心理绘画作品无关美丑，也不

强调颜色的运用、线条的勾勒等。教师要避免用美

术课的标准来评判，而要强调“我手画我心”。绘画

前，教师可引导学生通过冥想、听音乐、深呼吸、讲

故事等方式静下心来，这样绘画时能更真实地表达

内心的想法。二是以积极教育引领心育课堂。绘

画心理技术能够帮助教师了解学生的心理状态，但

心育课堂更关注学生心理的健康成长。教师不能

过度解读学生的心理绘画作品，而要站在积极心育

的视角，激发学生的积极情绪，培养学生的积极心

理品质，使学生获得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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