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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内外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发生率较高，但以言语为媒介的主流心理治疗对青少年的干预

效果不及艺术治疗。艺术治疗是一种非语言心理治疗方法，主要包括绘画治疗、音乐治疗和舞动治疗，

分别对应以视觉、听觉和触觉为主的艺术表现，有利于改善青少年的情感创伤与冲突、情绪波动与压力

以及自我理解与认同，缓解其抑郁症状。各类艺术活动还能与认知行为治疗结合，促进青少年对情绪

的感知与表达，有助于人格发展与人际互动。本文基于艺术治疗的主要活动形式，综述了近年来艺术

治疗对青少年抑郁症状影响的研究进展，旨在推进艺术治疗的干预研究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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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cidence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adolescents is relatively high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but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mainstream psychotherapy mediated by language on adolescents 
is not as effective as art therapy. Art therapy is a non-verbal psychotherapy method that mainly includes painting 
therapy， music therapy， and dance therapy， corresponding to visual， auditory， and tactile artistic expressions. 
It is beneficial for improving emotional trauma and conflict， emotional fluctuations and stress， as well as self-
understanding and identification in adolescents， and alleviating their depressive symptoms. Various artistic 
activities can also be combined with 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to promote the perception and express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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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抑郁症状主要包括情绪低落，愉悦感下

降，难以集中注意力，过度愧疚以及产生悲伤、焦虑、

绝望等负性情绪［1-2］。这些症状降低了青少年的认

知功能和执行功能，症状严重者甚至表现出社会功

能受损，其未来面临功能障碍和心理障碍的可能性

更大［3］，不利于青少年的成长与发展。

艺术治疗是一种非语言形式的心理治疗方法，

主要借助视觉、听觉与触觉，通过提供艺术素材及

活动经验进行表达与沟通［4］。青少年抑郁症状有效

的干预疗法包括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及联合治疗［5］。

然而目前针对青少年抑郁症状的药物较少，且许多

抗抑郁药物的不良反应较大，不适合 14 岁以下的青

少年，因此心理治疗被广泛应用于青少年抑郁症状

的治疗［6-7］。其中艺术治疗有利于改善青少年抑郁

症状，目前在欧美国家已得到广泛应用［4］。本文基

于艺术治疗的主要活动形式，综述了近年来艺术治

疗对青少年抑郁症状影响的研究进展，旨在推进艺

术治疗的干预研究及疗效。

一、艺术治疗改善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效果

目前，大多数心理治疗将语言作为沟通与治疗

的媒介，例如被广泛使用的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CBT）有利于矫正青少年的非理性

认知与行为［8］，但在处理以抑郁、焦虑等情绪症状

为主的心理问题时效果并不稳定，尤其是面对受教

育水平较低或难以表达自己的青少年［9］；而在艺术

治疗中，治疗师可以将心理学与艺术理论结合起来，

以多种艺术活动为媒介（如绘画、音乐、舞蹈、雕刻、

黏土等），利用艺术体验中的表达性、创造性与疗愈

性，促进治疗师、患者和艺术作品的多层关系互动［4］。

研究表明，艺术治疗能显著降低住院青少年的抑郁

水平，提高其生活质量［10］。基于表现主义的艺术治

疗能够鼓励青少年应用非语言工具，呈现压抑的情

感和冲突，用升华的方式表达情绪，从而缓解抑郁

症状［11］。基于泥塑、绘画及素描等方式的艺术治疗

能与药物结合使用，有效治疗青少年的孤独、无助、

绝望等抑郁症状，甚至可以取代药物治疗［12］。

不仅如此，艺术治疗尤其适用于青少年群体。

既往研究发现，与各类言语心理治疗相比，艺术治

疗总体上是最有帮助且最受欢迎的团体治疗方式，

在青少年中获得了最高的依从性与积极反馈［13］。

艺术治疗还能用于治疗青少年的童年创伤经历，有

助于探索和表达消极情绪［14］。基于图像使用与制

作的艺术治疗不仅能缓解青少年的痛苦经历与情

绪，还能帮助其提高自尊，从而降低青少年抑郁症

状的发生风险［15］。

综上所述，艺术治疗能够改善青少年的抑郁症

状，且在青少年中，艺术治疗的效果往往较言语心

理治疗更好。在面向青少年的艺术治疗中，采取的

艺术活动形式主要包括绘画治疗、音乐治疗与舞动

治疗［16］，分别对应着以视觉、听觉与触觉为主的艺

术表现，有利于缓解青少年抑郁症状。然而目前各

类艺术治疗技术的具体使用方法及疗效缺乏系统整

理，后续可考虑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检验艺术治疗

技术对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影响，完善各类技术的具

体使用方法，加强艺术治疗在青少年中的推广使用。

二、各类艺术治疗技术对青少年抑郁症状的作用

1. 绘画治疗：绘画治疗是最常见的艺术治疗方

法之一。英国艺术治疗师协会侧重于借助绘画将青

少年内心未能表达的思想与情感呈现出来，即绘画

心理分析［17］；而美国艺术治疗协会倾向于利用绘画

激活青少年的丰富联想，调节其心理状态，从而缓

解抑郁症状，即绘画心理咨询与治疗［17］。绘画治疗

不仅能帮助治疗师观察青少年的抑郁情况，还能缓

解青少年抑郁症状，有利于心理精神疾病诊断与治

疗，培养青少年的健全人格［18］。既往研究发现，具

有抑郁症状的青少年可以通过“房树人”绘画测试

探索情绪冲突的原因［19］。青少年能够在团体绘画

治疗中展现内心体验、表达情感创伤，获得表达和

满足，有效调整源于创伤经历的负性情绪［11］。绘画

治疗还能改善青少年的自我概念与执行功能，减少

抑郁症状产生的风险［20］。绘画治疗对青少年抑郁

症状的干预主要是基于大脑两半球分工与心理投射

理论［21］。大脑右半球主要处理与非语言相关的认

知活动，主导绘画、空间鉴别、情绪等心理功能，因

此绘画治疗能够更好地调动大脑右半球运转，改善

其负性情绪、创伤经历等引起的抑郁症状［22］。绘画

emotions among adolescents， which is conducive t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impact of art therapy on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s in recent 
years， based on the main forms of art therapy activities， with the aim of promoting intervention research and 
therapeutic effects of art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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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也是一种心理投射技术，鼓励青少年将意念转

化为具体绘画形象，帮助抒发情感体验，表达个人

的需求与情绪，减轻抑郁症状并调整和完善青少年

的人格［11，18］。无论绘画治疗的过程是否有指导性，

青少年都能借助绘画艺术技巧缓解抑郁症状［23］。因

此，绘画治疗能够让青少年通过绘画作品澄清以往

情感体验，释放抑郁情绪。

2. 音乐治疗：音乐是一种与语言相似却有所不

同的艺术表达方式，音乐治疗主要通过有计划地呈

现音乐元素（旋律节奏、音调音色等）促进青少年的

沟通、表达、迁移等社会功能，满足青少年的身心需

求［16］，帮助青少年复原功能及发展潜能，实现自我

整合并改善人际关系［24］。音乐治疗能使青少年更

愿意积极应对困难，且对于轻度和中度抑郁症状的

青少年疗效尤为显著［25］。治疗师可以借助音乐引

导意象、辅助放松、提供娱乐等，这些形式的治疗对

青少年抑郁症状的缓解作用各有不同，但都被证实

是有效的［26］。音乐治疗还能结合心理学理论与民

族文化遗产进行实践，例如基于蒙古族萨满治疗仪

式的音乐心理剧能有效改善受试者低落情绪与身

心压力［27］。然而受技术与时间资源所限，目前对

于青少年音乐治疗的实证研究大多只进行了短期

或中期随访［28］，后续研究可考虑设计长期纵向研

究或开发实用的音乐治疗资源进行随机对照试验。

音乐治疗干预青少年抑郁症状主要是通过良好的外

部听觉刺激激活大脑听觉环路，引发青少年相应的

情感反应和内心体验，对音乐进行欣赏与领悟［29］。 

在我国，针对青少年抑郁症状的音乐治疗强调美

（beauty）、激活（activation）、响应（responsiveness）、沉浸

（immersion）、转化（transformation），这五条准则合称

“BARIT 模型”［30］。该模型有利于青少年在审美体

验中获得治愈感，在音乐创作中激活行为，产生情

感共鸣并沉浸其中，最终将创伤性经历转化为创造

性的音乐表现［30］。音乐治疗还能使青少年感到精

神振奋，提高自我表达与社会交往能力，最终帮助

其重建情感活动，增加对周围环境的兴趣，改善悲

观、退缩等抑郁症状［31］。

3. 舞动治疗：舞动治疗通过治疗性的舞蹈与运

动使青少年创造性地参与治疗过程，促进认知、情

绪与身体的整合［32］。舞动治疗侧重于通过身体运

动发展身心之间的联系［33］，利用肢体语言表达感

受，有助于青少年体验舞蹈运动的美感与社交合作

的乐趣［34］，促进其对自我的理解与认同［35］。研究

发现，舞蹈运动能帮助青少年减轻与压力相关的躯

体症状与情绪困扰，提高社会功能，尤其对青春期

女生有效［33，36］。然而部分学者指出，由于舞蹈动

作的特殊性，舞动治疗的干预研究往往存在重大局

限，难以从个体推广到群体，因此关于舞动治疗疗

效的验证方法仍需进一步探索和统一［37］。舞动治

疗干预青少年抑郁症状主要是利用大脑对躯体运

动的整合功能及神经可塑性的影响。舞蹈中存在离

散和有节奏的动作元素，能够激活青少年大脑中与

运动协调、连续运动控制有关的皮层系统［38］。这些

皮层系统的激活整合了视觉与体感的相对影响，有

利于稳定和调整青少年的抑郁情绪［39］。此外，舞

动治疗能够重塑大脑结构，激活脑区功能，促进行

为适应改变，维持海马和白质体积的完整性，改善

大脑神经处理并延缓认知退化，从而减轻青少年的

抑郁症状［40］。

三、艺术治疗与认知行为理论的结合使用

艺术治疗中的各类艺术活动是干预青少年抑

郁症状的媒介，往往还需要与心理治疗理论结合使

用。在以言语为媒介的心理治疗中，CBT 是主要流

派之一，该治疗理论关注认知活动在心理和行为中

的作用，通过改善错误认知缓解负性情绪［41］。目前，

CBT 已被广泛应用于治疗各年龄段个体的轻度至中

度抑郁症状［42］。研究表明，将CBT理论通过艺术治

疗的方式进行实践，对于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干预效

果较好［23］。绘画治疗与CBT结合使用能够改善青少

年的情绪洞察力，辅助反映当下的抑郁情绪，且在短

期住院治疗方案中能作为一种可行的、安全的辅助

治疗手段［43］。研究发现，无论绘画治疗过程是否具

有指导性，认知行为理论都能通过绘画过程中的艺

术技巧缓解青少年的抑郁症状［23］。艺术治疗还能

与具体的 CBT 技术结合使用，例如将铜板雕刻与理

性情绪治疗结合，完成手工艺术品的过程能有效促

进青少年自尊和心理弹性的发展，降低产生抑郁症

状的风险［44］。音乐治疗与 CBT 结合，能够有效提高

青少年对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的理解与接受度，

有利于预防抑郁症状［45］。

尽管对于青少年艺术治疗的研究已逐渐严谨和

全面，但与艺术治疗相关的专业人员与资源较少，

导致大多数研究结果难以被验证。现阶段可以考虑

开发介绍艺术治疗活动的课堂资源，结合以 CBT 为

主的心理理论，普及具有治疗性、教育性的艺术活

动与技术，在临床实践中推广艺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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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与展望

目前国内外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发生率较高，给

青少年成长带来了严重的负性影响。艺术治疗已被

证实适用于不同表达能力及文化背景的对象，且相

较于以语言为媒介的心理治疗，能更有效地缓解青

少年的抑郁症状，获得更高的依从性与积极反馈。

绘画治疗、音乐治疗和舞动治疗是目前青少年艺术

治疗的主要技术，运用了视觉、听觉与触觉的艺术

表现形式，这些方法有助于缓解情感创伤与冲突，

改善情绪低落与压力，并促进自我理解与认同，从

而减轻和预防抑郁症状。各类艺术活动还能与 CBT

结合，促进青少年对负性情绪的感知能力，降低抑

郁症状的风险。

然而目前许多青少年艺术治疗的研究方法不够

统一规范，即使对于同一种艺术呈现形式，所使用

的干预材料与过程设计仍良莠不齐，导致研究结果

难以复现。因此，可考虑开发具有治疗性的统一艺

术活动课堂系列，鼓励青少年在视觉、听觉与触觉

方面的体验、表达与创造，调动、培养青少年的兴趣，

在治疗师的协助下积极参与完成艺术作品，有利于

缓解青少年抑郁症状并开展规范化的艺术治疗干预

研究。既往针对青少年的艺术治疗以团体治疗的形

式为主，可能不适用于所有伴抑郁症状的青少年，

且容易让部分低自尊或低能力者难以融入。未来

研究可考虑关注个体艺术治疗对青少年抑郁症状

的影响，并定期随访探索长程作用。此外，还可以

针对更多形式的艺术治疗开展青少年研究，如拼

贴、雕刻、黏土、戏剧等，以期提升对青少年抑郁症

状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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