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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高校“心理 -思政”协同育人需求的深化，传统教育模式因情感联结弱化与价值内化不足面临挑战。本研究以绘

画团体辅导为载体，基于表达性艺术治疗和团体动力学理论以及积极心理学理论，探索绘画团体辅导在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中的实践路径，通过大学生恋爱和情绪管理两个主题的研究，验证了绘画团体辅导在提升

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和促进价值观内化方面的双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绘画团体辅导通过情感投射与团体共情，促进

了个体心理疗愈与价值观的具象化理解，同时强化集体主义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高校“心理 -思政”协同育人提

供了创新模式，并为数字化时代创新思政教育形式拓展了艺术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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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s the demand for "psychology-political education" collaborative nurturing in universities deepens,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models face challenges due to weakened emotional connections and insufficient 

value internalization. This study uses group counseling through painting as a vehicle, based on expressive 

art therapy, group dynamics theory, and positive psychology theory, to explore practical approaches for 

integrating painting group counseling into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research on two themes—college student relationships and emotion 

management—the study verifies the dual effects of painting group counseling in enhancing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and promoting value internaliz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painting group counseling, 

through emotional projection and group empathy, facilitates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healing and concrete 

understanding of values, while also reinforcing collectivist value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is provides an 

innovative model for "psychology-political education" collaborative nurturing in universities and expands 

artistic pathways for innov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ms in the digital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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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8）进一步强

调要“创新心理健康教育形式，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思想政治教

育全过程”。[1]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中，特别指出要“探索艺术治疗

等创新形式在心理育人中的应用”。这些政策文件为心理健康教育

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本研究探索绘画团

体辅导的创新应用指明了方向。[2]

绘画团体辅导作为一种表达性艺术治疗手段，具有降低心理

防御、促进情感表达等独特优势，成为弥合心理健康与思政教育

“两张皮”现象的有效载体。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绘画技术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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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域的应用，对系统性融合机制及效果评估仍缺乏深入探讨。

基于此，本研究以绘画团体辅导为切入点，将绘画团体辅导应用

于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实践，探索其作为“心

理 -思政”协同育人载体的实践路径，旨在为高校构建兼具情感

温度与思想深度的育人模式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证支持。

二、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

（一）表达性艺术治疗理论

基于绘画心理治疗的核心理念，强调通过非语言表达（如绘

画、色彩、造型）释放潜意识情感，促进自我认知与情绪调节。[3]

该理论认为艺术创作可作为心理防御的突破点，帮助学生直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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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冲突，为思政教育中的价值内化奠定心理基础。

（二）团体动力学理论

团体辅导通过成员互动形成支持性环境，促进共情与归属

感。在绘画团体中，成员通过“团体作画”“分享创作意图”等活

动，既能缓解个体心理压力，又能强化集体主义精神与团队协作

意识，实现心理疗愈与价值观塑造的双重目标。[4]

（三）积极心理学理论

积极心理学则关注心理韧性与正向情感的培养。绘画团体辅

导通过创作自由与教师引导，帮助学生发现自身优势，增强抗压

能力，同时为思政教育提供情感支撑。

三、现存问题分析

（一）课程整合不足，内容设计缺乏系统性

当前高校的绘画团体辅导活动多停留在心理健康教育层面，

未能有效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5]例如，活动主题常局限于情绪

调节、自我认知等心理层面，缺乏对价值观引导、家国情怀等思

政内容的有机嵌入。教育内容的融合多依赖临时性活动，未形成

连贯的课程体系，导致教育效果碎片化。

（二）跨学科师资力量薄弱

多数辅导员和心理教师缺乏跨领域的专业背景：思政教师对

绘画心理技术掌握不足，心理教师对思政理论的理解较为浅显，

导致活动设计难以兼顾双重目标。教师培训体系不完善，缺乏针

对“心理 +思政”融合教学的专项培养机制，难以支撑绘画团体

辅导的专业化发展。[6]

（三）学生参与度与接受度存在差异

部分学生对绘画活动的兴趣较低，认为其与思政教育关联性

不足，导致参与积极性不高。活动形式单一，过度依赖传统绘画

表达，未能结合数字技术（如虚拟现实、AI生成艺术）提升互动

性与吸引力，难以满足当代大学生的多样化需求。

（四）评价体系与长期效果监测缺位

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心理健康指标（如情绪改善）与思政

素养（如价值观认同）的评估未形成联动机制，难以量化融合效

果。活动结束后缺乏长期跟踪，无法验证教育效果的持续性。[7]

（五）资源支持与协同机制不足

高校对绘画团体辅导的经费投入有限，硬件设施（如艺术工

作室、数字设备）和案例库建设滞后。跨部门协作不畅，思政部

门、心理中心、艺术学院之间缺乏常态化合作机制，难以整合资

源形成合力。

四、实践路径与案例分析

针对上述现存问题，本研究从实践层面探索了绘画团体辅导与

思政教育融合的具体路径。通过设计主题明确、结构清晰的工作坊

活动（如表一、表二所示），尝试解决课程整合不足、学生参与度

低等问题。例如，“恋爱约‘绘’”工作坊将积极心理学理论与价

值观引导相结合，而“艺路同行”活动则通过团体动力学强化情绪

管理与集体协作能力。[8]这些案例不仅体现了跨学科设计的系统性，

还通过多元化的互动形式（如绘画、游戏、分享）提升学生兴趣，

为后续构建科学的评价体系和资源协同机制提供了实践基础。[9]

表一：恋爱约“绘”，“画”说心理

活动

名称
活动内容 心理学理论应用 心理健康教育作用

1

爱的

主打

歌

每个小组分享一首

触动自己的爱情歌

曲， 并 唱2-3句，

讲述喜欢这首歌的

原因和背后故事。

积极心理学：通过

音乐和故事分享，

唤起积极情绪，增

强情感共鸣。

帮助学生打破陌生

感， 进 入 活 动 状

态， 奠 定 情 感 基

础。

2

爱的

自画

像

每组成员用简单线

条勾勒出未来恋爱

中与伴侣生活场景

的畅想，展示作品

并 进 行 分 析 与 讨

论。

积极心理学：通过

绘画表达情感，提

升自我认知。

帮助学生表达对未

来恋爱的期待，了

解自己在亲密关系

中的情感需求。

3

爱的

小确

幸

每小组写下并分享

幸福爱情的三个特

质、异性吸引自己

的五个特点，以及

曾经对伴侣或伴侣

对自己做过的印象

深刻的事情。

积极心理学：通过

梳理爱情观，明确

情 感 需 求 和 价 值

观。

帮助学生进一步梳

理对爱情的理解和

期待，明确恋爱关

系中的价值观。

4

爱的

陈情

令

每个成员用一句话

总 结 自 己 的 爱 情

观，并发表看法。

积极心理学：通过

表达和倾听，树立

健康的爱情观。

帮助学生树立健康

的爱情道德观。

表二：艺路同行，守护心晴

活动

名称
活动内容 心理学理论应用 心理健康教育作用

1

风筝

设计

活动

以“情绪管理”为

主题，通过图案、

色彩等表达情绪，

设计并绘制风筝。

积极心理学：通过

创意表达情绪，释

放情感压力。

帮 助 学 生 发 挥 创

意， 表 达 情 绪 状

态， 释 放 内 心 压

力。

2

情绪

管理

活动

包括破冰小游戏、

建立团体规则、情

绪 猜 猜 猜、 镜 中

人、我的情绪故事

和掌握手中的情绪

风筝线等环节。

团体动力学：通过

团体互动，增强凝

聚力，学习情绪管

理策略。

帮助学生通过团体

活 动 学 习 情 绪 管

理， 增 强 团 队 凝

聚力，释放情感压

力。

3

破冰

小游

戏

通 过“ 桃 花 朵 朵

开”游戏，学生迅

速打破陌生感，进

入活动状态。

团体动力学：通过

互动增强团体凝聚

力。

帮助学生快速融入

团 体， 增 强 参 与

感。

4

情绪

猜猜

猜

学生通过表情和动

作表达情绪，其他

成 员 猜 测 情 绪 类

型。

团体动力学：通过

非语言表达，增强

情绪识别和表达能

力。

帮助学生加深对情

绪的理解，学会通

过非语言方式表达

情感。

5
镜中

人

学生两两一组，一

方 做 出 表 情 或 动

作，另一方作为镜

子模仿。

团体动力学：通过

模仿和观察，体验

情绪的传染性。

帮助学生学会通过

模仿和观察调节自

己的情绪。

6

我的

情绪

故事

学生写下并分享自

己的情绪故事，并

通过讨论找到解决

问题的策略。

积极心理学：通过

分享和讨论，释放

情感压力，找到解

决问题的策略。

帮助学生释放内心

情感压力，找到情

绪 管 理 的 有 效 策

略。

7

掌握

手中

的情

绪风

筝线

学生通过放飞风

筝，释放内心压

力，体验情绪的自

由与放松。

积极心理学：通过

象征性行为（放飞

风筝）释放压力，

体验情绪自由。

帮助学生通过象征

性行为释放压力，

体验情绪的自由与

放松。

五、实施效果与对策建议

（一）实施效果

1.基于积极心理学的心理品质提升效果

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来看，本研究中的活动设计充分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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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心理学强调的积极情绪、积极特质和积极组织系统的理念。[10]

具体而言，在积极情绪培养方面，“爱的主打歌”和“爱的小确

幸”环节通过引导学生分享爱情歌曲和幸福爱情特质，有效唤起

了积极的情绪体验。在自我认知提升方面，“爱的自画像”和“爱

的陈情令”环节通过绘画和表达爱情观的方式，帮助学生深入了

解自己在亲密关系中的情感需求和价值观。[11]此外，在人际交往

能力培养方面，“情绪猜猜猜”和“镜中人”环节通过非语言情感

表达训练，使学生学会了观察和模仿他人情绪，显著增强了学生

的同理心，提升了他们的人际交往能力。总之，这些活动设计从

多维度实现了积极心理学的教育目标，为学生的心理健康和人际

关系发展提供了有效支持。

2.基于团体动力学的互动机制促进效果

从团体动力学的视角来看，本研究中的活动设计充分运用了

团体互动的心理机制，以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在团体凝聚

力增强方面，“破冰小游戏”和“建立团体规则”环节通过互动和

团体契约的制定，有效减少了成员间的陌生感，建立了安全、支

持性的团体氛围。在情绪管理的集体学习方面，“情绪管理活动”

借助团体训练模式，帮助学生识别和调节自身情绪，同时通过成

员间的互动与反馈，提供了多样化的情绪调节策略。[12]此外，在

情感压力释放方面，“我的情绪故事”和“掌握手中的情绪风筝

线”环节通过书面表达和团体分享，为学生提供了安全的情感宣

泄途径。整体而言，这些活动设计基于团体动力学的核心原理，

有效促进了学生的心理适应能力和社会情感发展。

本研究通过两个典型案例分析，证实了团体活动在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中的多维干预价值：首先，活动创设的安全表达空间

为学生提供了有效的情感支持系统，显著缓解了孤独感与焦虑情

绪；其次，通过艺术表达与团体互动相结合的特色形式，促进了

参与者的自我认知重构与适应性行为模式的建立，切实提升了心

理韧性；最后，活动设计的协作性任务有效强化了学生的人际交

往能力与社会功能，为构建 "心理 -社会 "双维度的心理健康教育

模式提供了实证支持。[13]

（二）优化对策建议

1.构建“心理 +思政”融合的课程体系

为提升课程的系统性，建议构建“心理 +思政”融合的课程

体系，在主题设计中嵌入思政元素，如通过“红色记忆”主题绘

画引导学生感悟家国情怀，结合“社会责任感”主题探讨个人与

集体的关系。同时，采用模块化教学方式，开发“绘画心理技术

+思政理论”融合课程模块，如“情绪管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形成递进式教学内容，确保教育目标的连贯性与深度。

2.强化师资队伍建设与跨学科培训

针对跨学科师资力量薄弱的问题，应加强联合培训，组织思

政教师与心理教师参与绘画心理技术、艺术疗愈等专业培训，提

升其融合教学能力。此外，可引入专家资源，邀请艺术治疗师和

思想政治教育专家共同设计活动方案，确保活动设计兼具心理疗

愈与思政教育的双重效果。

3.创新活动形式与技术应用

为提升学生参与度，建议创新活动形式，利用 AI绘画工具生

成思政主题图像，引导学生进行二次创作与讨论。同时，拓展互

动形式，结合心理剧、团体沙盘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思政议题的

思考，增强活动的吸引力和教育效果。

4.建立多维评价与追踪机制

为解决评价体系缺位问题，需建立多维评价机制，制定包含

心理弹性、价值观认同、团队协作能力等维度的评估量表，结合质

性反馈（如学生作品分析）与量化数据（如心理测评）进行综合评

估。[14]同时，实施长期追踪，建立学生心理健康与思政素养档案，

定期回访以验证教育效果的持续性，确保干预措施的长效性。

5.整合资源与协同育人机制

为优化资源支持，建议加强跨部门协作，成立由思政学院、心

理中心、艺术学院组成的联合工作组，统筹课程开发与活动实施。[15]

同时，引入社会资源，与美术馆、红色教育基地合作开展实践项

目，强化教育的社会实践属性，形成校内外协同育人的合力。

六、结论

绘画团体辅导通过艺术表达与团体互动，能有效促进大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融合。既改善了学生的心理

健康状况，提升情绪管理能力，又促进价值观内化，为高校协同

育人提供了创新路径。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数字化技术在绘画

团体辅导中的应用，提升教育的覆盖面和针对性，构建中国特色

“心理—思政”协同育人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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