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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艺术治疗——绘画诠释：从美术进入孩子的心灵世界》于1993年底初版，1999年再版，广受读者的
肯定与回响。
再版至今5年多的期间，艺术治疗在国内外均有很大的成长和变化——相关的论文或著作不断被发表
；国内应用艺术治疗的机构急速成长；一般社会大众的接受度增加，需求也越来越强烈；具有艺术治
疗学／协会的国家组织快速增加，台湾艺术治疗学会也于2004年6月底成立⋯⋯种种迹象显示艺术治疗
在台湾已是被认可的心理治疗专业，而艺术治疗师的培训也刻不容缓。
艺术治疗的理论横跨艺术、心理、教育、医疗等学科，从诸多领域中撷取精华，发挥了加乘效果。
艺术治疗尤其与艺术教育的关系密切，因为两者均以艺术创作为主要的表达形式，强调创造力的重要
。
其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以学习为评监的标准和目标，以教学原理来架构其艺术活动，而前者则将心
理健康作为治疗的依据和目的，以心理治疗来架构其治疗活动。
艺术教育重视艺术活动的成品，但艺术治疗则更在意创造的历程。
两者共同以儿童绘画发展阶段理论作为了解儿童或发展教学计划的基础。
近年来人文领域受后现代思维及多重文化观（multiculturalism）的影响，重视个体的独特生命经验，再
加上教育上融合教育政策的实施，艺术教师较一般教师需面对更多样化的学生，致使传统艺术教师养
成必修研的儿童绘画发展阶段理论，在实务应用时不符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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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Lowenfeld的儿童绘画发展阶段理论为基础，结合其他发展学理论，从艺术治疗的观点来阐释各
阶段儿童绘画的一般图像表征、生理特质、可能的行为动机及心理意义，以作为判断当事人是否适龄
／不适龄、健康／不健康的参考。
基于要了解特殊儿童及成人的绘画表现，必得先掌握一般正常儿童绘画表现的原则。
本书可作为从美术进入孩子或当事人心灵世界的参考书籍，适合所有关心儿童／个体心智成跃的家长
、老师及心理卫生工作者阅读，也是学习艺术治疗的基础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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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从艺术治疗的观点浅谈儿童画的诠释  一、艺术治疗的理论背景    （一）艺术治疗的发展与现
况    （二）艺术治疗的意义和特质  二、从艺术治疗的观点来看儿童的绘画表现    （一）诠释儿童画的
相关理论    （二）儿童绘画理论的发展与沿革    （三）诠释儿童画时所应具备的态度第二章  自我表现
的开始──涂鸦期（2～4岁）  一、涂鸦的意义  二、涂鸦的分类    （一）随意涂鸦（2岁左右）    （二
）控制涂鸦（2岁半左右）    （三）命名涂鸦（3～4岁）  三、涂鸦游戏在儿童发展中的重要性    （一
）促进感觉统合，刺激智力的成长    （二）反映及促进语言的成长    （三）影响人格的形成    （四）
训练直觉认知，扩大表现的语言  四、涂鸦期幼儿美术的指导    （一）艺术动机之诱发    （二）艺术媒
材与活动  五、给家长和指导者的建议    （一）尊重幼儿    （二）让孩子自己动手    （三）从日常生活
经验中发展涂鸦    （四）学习成长第三章  表象的开端──前样式化期（4～7岁）  一、前样式化期的
重要性  二、前样式化期的绘画表现特徵    （一）造形      ·人      ·方形      ·格子、栅栏状或其他反覆
呈现的简易造形      ·一般表现符号    （二）用色    （三）空间表现  三、前样式化期的绘画反映4～7岁
幼儿的一般性发展  四、前样式化期幼儿美术的指导    （一）艺术动机之诱发    （二）美劳活动的主题 
  （三）艺术媒材与活动      ·蜡笔（水性或油性）      ·彩色笔      ·铅笔（单色或彩色）      ·流质性颜
料      ·黏土或陶土      ·其他媒材  五、给家长和指导者的建议第四章  形体概念的形成──样式化期
（7～9岁）  一、样式化期的重要性  二、样式化期的绘画表现特色    （一）造形      ·一般物体      ·人
物    （二）空间表现      ·基底线和天空线      ·展开法（或称为摺叠法）      ·Ｘ光透视法      ·鸟瞰法  
   ·时间和空间的再现法    （三）用色三、样式变化的意义  四、样式化期的绘画反映7～9岁儿童的一
般性发展  五、样式化期儿童美术之指导    （一）_艺术动机之诱发    （二）美劳活动的主题    （三）艺
术媒材与活动  六、给家长和指导者的建议第五章  理智之萌芽──党群期（9～12岁）  一、党群期的
重要性  二、党群期的绘画表现特色    （一）造形    （二）空间表现    （三）用色    （四）设计  三、党
群期的绘画反映9～12岁儿童的一般性发展    （一）党群期儿童的一般性发展    （二）智慧的成长    （
三）情感的成长    （四）社交关系的成长    （五）美感的成长    （六）创造力的成长  四、党群期儿童
美术的指导    （一）艺术动机之诱发    （二）美劳活动的主题    （三）艺术媒材与活动  五、总结第六
章  推理阶段──拟似写实期（12～14岁）  一、拟似写实期的重要性  二、两种创造类型的发展──视
觉型与触觉型  三、创造表现与大脑功能的分化  四、拟似写实期之绘画表现特徵    （一）造形    （二
）空间表现    （三）用色五、拟似写实期的绘画反映12～14岁青少年的成长  六、国中阶段的美术指导 
  （一）艺术动机之诱发    （二）美劳活动的主题      ·情感和情绪      ·自己和他人      ·校园生活      ·
设计    （三）艺术媒材与活动    （四）计算机绘图教学  七、总结第七章  学龄儿童之学校艺术教育治
疗  一、意义与目的  二、课程目标与教学特质    （一）能提升学生的自我概念    （二）能培养对家庭
、学校和社会的环境适应能力    （三）能培养独立思考和创作的能力    （四）能由浅入深呈系统化的
规划，并针对学生的需要，做适度的调整    （五）重视分享（sharlng）的历程    （六）提供真诚而具
体的回馈（feedback）  三、现阶段台湾艺术教育治疗化的调适    （一）培训艺术教育治疗师资    （二
）教育行政体制的配合    （三）全人化教育理念的实现    （四）教师个人心理的调适  四、总结第八章 
艺术教育治疗在“艺术与人文”领域之应用  一、前言  二、艺术教育治疗之重要性    （一）顺应社会
脉动与时代需求    （二）发挥艺术教育的治疗性本质，促进个体的成长    （三）结合现有教育资源，
整合学习经验，提升经济效益  三、艺术教育治疗之哲学理念  四、课程实施目标与教学要点    （一）
学生人数较少时（10人以下）    （二）学生人数较多时（10人以上）  五、课程设计重点与简例  六、
结论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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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要能成功地完成此项任务的秘诀，在于操作者能同时兼顾两方面的考虑。
那些有整体概念的小朋友，甚至不需视觉上的辨识，便知道下一个色环上的积木该怎么排列。
有些孩子从尝试错误中完成此项任务，而有些孩童则自始至终也无法明白要完成此项工作的关键在何
处。
要达成此项任务，阅读领悟力（readingcomprehension）更胜于操作上的指示。
（三）情感的成长一般而言，色彩被认为能反映个体的情绪（Robbins，Lusebr·ink&Rhyne,1978
；Johnson，1994），而大多数的学者均认为绘画的发展，是朝着写实的基准进行。
因此，若我们将“色彩”从迈向写实的历程中抽离出来，则不难发现儿童画中“固有色”的发现、建
立、维持（前样式化期至样式化期）与扩张（党群期），反映了，个体借由物体再现的历程来肯定自
我存在的心理意义。
换言之，此一迈向写实的历程，在儿童的心智成长上，反映出其以自我为中心到对社会价值观念认同
的历程（陆雅青，1998a）。
艺术经验能帮助儿童情感上的成长。
在我们的文化中，孩童往往从小便被教导要举止得体，不要流露过多个人的感情——对男孩而言更是
如此。
我们教育男孩“男儿有泪不轻弹”，也因此在华人社会中，大多数的男人较不善于表达个人内在的情
感，遇到挫折也往往采取自我压抑的态度以维持男性的自尊，对身心均有极不良的影响。
我们必须在艺术表现上让孩子向自我经验认同，以使他们能够自由地表达情感，学习成长。
在升学主义挂帅的台湾社会，小学生所面临到的压力似乎也越来越重。
尤其是高年级的学生，除了应付一大堆各科的考试以外，便是课后的补习，不管是既有的科目如数学
、作文、自然实验，或者是一些额外的学科或才艺，如英文、钢琴、美术等。
近年来，由于台湾社会经济发达、民生富裕，使得儿童的生理发育情形较为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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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治疗(绘画诠释:从美术进入孩子的心灵世界)(原书第3版)》：心理咨询师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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