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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术作为心灵和生命体验的创造物之一，与人类文明形影相随，从纷繁多变的绘画，神奇诡异的图腾
，到雄伟壮观的建筑，设计精美的艺术品，我们无不感受到艺术与生命、文化契合的节拍。
无论是原始洞穴壁画，还是博物馆内的艺术收藏，美术作品始终表现和反映着人类自身的感觉、情感
和认识经验，忠实地记录了人类智慧所能达到的认识高度和人性深度，也展示着不同创造者对自己的
认识和理解。

不仅如此，美术活动还会触及人的思维和心灵，给人以独特的愉悦和满足感。
当作品演进中的各种视觉元素突然有了某种关联和呼应，进而生发出特有的形式意义和意味时，创作
的作品反过来又会作用于处在艺术情境中的制作者和观者，影响其感受和思维，统合和提升其自我体
验，增进自我认识，修复或改变自身对外界的认识及交互状态。
正因如此，经历感知、认识、体验、创造和认识自我的创造性艺术学习，又会促进学习者内在经验的
统合，成为展现自我和激发表达的有源之水，增进心智成长和感知觉的发展。
所以，美术在特殊儿童的身心康复治疗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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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苏珊娜反复不断地重复画一群群婴儿像后，治疗师开始针对这一阶段的状况，将焦
点集中在促进苏珊娜感受自己内心世界的体验上，制订了干预方案。
鼓励苏珊娜单独地画每一个婴儿，与她讨论婴儿们的情绪，帮助苏珊娜关注一些具体的细节，引导苏
珊娜用婴儿的脸部表情表现她描述的情绪。
一段时间以后，苏珊娜可以画出不同的表情了。
她和治疗师的关系也有所增进，对治疗师从作品中切入的提问也能越来越自如地应答了，所画的作品
和讲述的故事也愈加全面和具体。
同时，她也开始渐渐意识到一些什么，她的脸上也可以表现出这些情绪。
图6-4的图2是苏珊娜画的婴儿鲍尔，隐喻地表现了她自己的愤怒情绪。
虽然苏珊娜所画的婴儿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但治疗师决定在治疗初期阶段不将这一隐喻点破，而是
间接地向苏珊娜指出画作和她自身体验可能有一些关联。
当治疗师知道苏珊娜因为最近在院里表现不错而得到了表扬时，就让她从自己这一时期的开心感觉出
发来画婴儿的开心感觉。
图6-4的图3是这次治疗会面所画的作品。
苏珊娜从画纸的中间偏左一点开始画起，先画了一对小人（注释为：治疗师要探讨她的情绪“意义”
，对此她感到“害怕”），随后，她迅速地在画纸顶端处加了一个标题——“什么让我开心？
”此举一来是重新拾起了治疗师的问题，二来是表明她明白了治疗师询问她情绪的目的。
她对于治疗师的这一要求产生了防御性阻抗，退行到前一阶段，继续原来的“托儿所”主题的婴儿群
像，以此否认才开始在画作中表现过的负面情绪。
很明显，她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自己的情绪，她依然需要用隐喻来进行交流。
她的阻抗使她的画作风格退回到原来的阶段，婴儿的表情和情绪相当雷同。
在这一幅画作中，苏珊娜对于情绪表达的掩藏需要得到认同，她需要按着自己的步调来发展。
2.第二阶段——尝试表达治疗展开后的第四个月，苏珊娜突然停止了画婴儿，开始关注杂志图片的搜
集，并尝试把它们拼贴起来。
这一阶段她做了一系列的拼贴画主题——母爱的关怀（图6-5的图4）。
虽然婴儿依然是她情绪的隐喻表达，但在这一阶段这些婴儿不再单独表现一种情绪，而是参与在人际
关系中。
她将自己放在一个家庭系统中来表达情绪感受了，显然是一个进步。
随着苏珊娜从画画转向拼贴画，她的行为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她的固执行为减少了，与治疗师的目光接触更多了，对于作品的联想也更多了。
图6-5的图5中展示的家庭是苏珊娜理想中的家庭，母亲能满足婴儿的需求，还能保护她。
边上的文字注释为：“凯伦，你不能抱她。
”图中的父亲则比较被动，无侵入性，完全不像对她施行性虐待的父亲。
此时，苏珊娜似乎已经处于领悟的临界点，她开始明白这些婴儿代表她自己。
偶尔，她在谈起拼贴画中的婴儿时，会无意识地用“我”来代替“她”这个代词。
图6-5的图6显示她已经准备好直接表达她的情绪，图中明显地反映出苏珊娜对成年的恐惧并且想继续
维持在婴儿状态。
在这幅作品中，苏珊娜直接表达了她的情绪，这是治疗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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