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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本研究致力于探究美术教育与积极心理学之间的跨学科关联，旨在深度剖析

视觉艺术课程对儿童心理幸福感的增进效能，甄别积极情绪的核心构成要件，并深度挖

掘美术教育于儿童个体心理发展进程中的关键意义。笔者主张，美术教育的潜能长久以

来均被低估，而少儿中国画课程作为中国大陆美术教育的典型范式，当下主要以校外课

程的形态存续，其地位渐次被西方美术教育所取代，进而未能全然施展其应有的价值效

用。

本研究着重于两个维度：其一，探究少儿国画课程与儿童心理幸福感之间的关联程

度；其二，研讨这种增进对于儿童个体心理发展的深远影响范畴。本研究运用混合研究

范式，以准实验设计占据主导地位，辅以质性访谈，借由少儿国画艺术课程予以干预，

期望借此研究验证美术教育对儿童积极情绪的影响成效及其重要意义。

综合研究成果，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一）少儿中国画课程对儿童幸福感的提升效

果显著；（二）少儿中国画课程是一种融合中国历史、中式审美及书法等元素的综合性

视觉艺术课程形态；（三）指明了课程的改进方向和后续研究的建议要点。

关键词： 少儿中国画课程 个体心理发展 积极心理学 心理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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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represents an interdisciplinary investigation into art education and positive psychology, aiming

to explore how visual art courses can enhance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elucidate the components of

positive emotions, and examine the significance of art education in fostering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mong children. The significance of art education has frequently been undervalued. The children's

Chinese painting course stands a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form of art education in. Its prominence has been

supplanted by Western art education courses, resulting in an inadequate recognition of its intrinsic valu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wo aspects: first, if children's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courses

can improve their psychological happiness; second, which aspects of these improvements are more profound in

helping children's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is a mixed one, mainly

quasi-experimental research supplemented by qualitative interviews, using children's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courses as an intervention. Hopefully, this study will verify the effectiveness and significance of art

education on children's positive emotion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from the research: (1) The children's Chinese painting course

serves as a comprehensive visual art program that integrates elements of Chinese history, aesthetics, and

calligraphy; (2) This course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enhancing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3)

Recommendations for course improvement and avenues for future research are provided.

Keywords: Children’s Chinese painting courses,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positive

psychology, psychological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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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介绍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一、教育部推进大力推进传统文化艺术教育

中国画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文化传承，在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

背景下，少儿中国画教育作为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开展中国式审美教育的重要

途径。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

见》中明确指出“积极宣传推介戏曲、民乐、书法、国画等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

2023 年习近平主席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再次强调全面深入了解中国文明的历史，

更有效的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创新性发展。在贯彻中央精神和国家领导人指

导的背景下，我国教育部门日益重视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同时，越来越多的家长

关注培养孩子的艺术特长，因此，中国画兴趣班成为许多家庭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

这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教育主管部门也大力支持（王伟，2015）。

由于国家战略层面和教育部门积极推广传统文化教育，学生家长也乐于培养孩子的

传统文化艺术素养，因此，少儿中国画教育日益受到欢迎。然而，在大力推进少儿中国

画教育的过程中，也可能面临一些挑战：首先，需要加强课程体系化建设；其次，需要

开展更多关于少儿中国画教学的研究。

二、心理健康问题的低龄化趋势与积极教育

根据《2023 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报告》，我国的心理健康问题逐渐呈现低龄化

趋势，高中生、初中生和小学生抑郁症的检测比例分别为 40%、30%和 10%。同时，《国

民抑郁蓝皮书》2022-2023 年发布的数据表明，我国抑郁患者人数已达 9500 万，其中

50%为在校学生，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达到 15%至 20%，接近成人水平。青少年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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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问题亟待重视并积极应对。

针对这一低龄化趋势，2023 年 4 月教育部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 17 个部门联合

发布了最新应对政策《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

（2023-2025）》。这标志着学生身心健康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引起了教育部及其

他相关部门的高度关注。其中具体指导“以美润心”，发挥美育丰富精神、温暖心灵的

作用，并鼓励开展多样性的普及性美育实践活动，同时强调加强心理健康科研。笔者认

为，成年期抑郁症往往源于青少年时期的发病或隐患，而青少年抑郁症则可能源自儿童

时期的问题。从预防角度来看，对儿童及前青春期阶段进行心理健康研究将对个人一生

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全球教育日益关注人类身心健康的发展以及潜能培养。心理健康是一种使人们能够

有效应对生活压力、充分发挥自身能力的重要状态，是我们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WHO 世界卫生组织，2020）。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正是在全球变革背

景下兴起，它促使心理学从聚焦精神疾病转向关注精神健康，倡导提升人类主观幸福感

并发挥独特优势，以探索如何让普通人实现更高水平的幸福与繁荣人生。经过 30 多年

的发展，该领域在教育中的应用愈加广泛，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及大陆等

地均有相关实践尝试与研究成果，但仍存在许多待探讨的问题。

三、艺术教育握手积极心理学

如何通过艺术教育提升心理幸福感是所有艺术教育学者关注的核心问题。近年来，

艺术教育与积极心理学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从事这两个领域的

跨学科探索。艺术被视为促进人类优势发展和可持续能力的重要工具，以推动最佳福祉

和全面发展（Vazquez-Marin, P., Cuadrado, F., & Lopez-Cobo, I., 2023）。研究表明，视

觉艺术活动或课程对儿童身心发展具有显著积极作用（Zarobe & Bungay, 2017）。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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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已有研究开始关注艺术教育对心理幸福感的影响，但在中国大陆，目前关于艺术教

育如何促进儿童心理健康的实证研究仍然相对匮乏，大多数工作停留在描述性和观察性

的层面。因此，应积极开展艺术教育与积极心理学之间的跨学科研究，以应对日益严峻

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

实际上，国家战略层面正在积极探索通过美术教育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2001 年

发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实验稿）》中指出，“课程性质与价值（五）”

为“促进学生个性形成和全面发展”，强调：“美术课程是最尊重学生个性的课程之一。

在引导学生形成社会共同价值观的同时，也努力保护和发展学生的个性。”此外，该标

准还提到：“美术课程本身包含情感与理性、脑力与体力等多种因素，因此在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方面，其作用独特。”2003 年，《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实验）》中明确

提出“调节心理状态，促进身心健康”，指出：“普通高中美术课程能够使学生在艺术

活动中直接表达各种情绪，缓解心理压力；获得成功体验，增强自信；升华情感，并促

进交流，从而提升良好的身心状态及社会适应能力。”上述两个《美术课程标准》中的

相关论述为开展旨在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学校美术教育提供了有力依据。中国教育部

于 2023 年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通知》中鼓励构建完善艺

术学科与其他学科协同推进的美育课程体系，遵循美育特点并突出价值塑造，更明确地

指明跨学科方向及其相关方针。因此，可以看出，在过去 20 年里，我国国家教育部门

政策上逐渐重视并鼓励通过美术课程来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并朝向更高价值引导方向

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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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目的和问题

一、研究目的

美术教育对儿童的成长与发展至关重要，家长们也越来越重视培养孩子的艺术素养。

然而，大多数家长并非美术专业人士，对美术教育的理解相对有限，辨别能力不足。中

国画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文化内涵，展现

了中国人民在绘画艺术方面卓越的表现力与思想追求（杨文新，2022）。作为一门重要

的美术课程，中国画正被越来越多的学校和机构采纳。然而，目前关于中国画对儿童成

长影响的教育评估缺乏相应实证研究。尽管少儿中国画教育逐渐受到关注，其重要性也

日益得到认可，但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大陆小学国画教育课程实施及教学方向，

而鲜有学术研究专注于国画教育对儿童情绪健康的影响；关于实验研究或准实践研究更

是稀缺。

此外，积极心理学在幸福感研究方面存在以下局限性：第一，研究对象的选择不够

全面。积极心理学在样本取样上表现出明显的成人化价值取向，忽视了儿童和老年人这

两个重要群体。第二，由于其发展历史较短，缺乏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纵向研究以及跨民

族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因此积极心理学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面临挑战。首先，由于东

西方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差异，在东方集体主义与西方个人主义背景下，对快乐、幸福等

概念的理解存在显著不同，这使得中国的积极心理学研究具有特殊性，并需与我国传统

文化相结合。此外，一些西方积极心理学中的英文术语难以找到对应汉语表达，例如

“happiness”既可译为“快乐”，也可译为“幸福”；而“well-being”（主观幸福感）

的汉语意思实际上是“良好的状态”。这种语言上的差异可能导致我们在研读相关西方

文献时产生概念混淆。



５

鉴于中国画教育在我国历史悠久且备受推崇，少儿中国画教育除了体现中国审美及

国画内容与技法的特色外，是否也具备作为美术课程的基本功能，以对儿童进行情感教

育，从而提升其心理幸福感？这种心理幸福感的提升能否通过测量和数据解读来验证？

我们是否能够倾听儿童对学习中国画的主观体验？对于少儿中国画教育学科构建的发

展，有哪些新的启发与创新？基于这些疑问，本研究开展了以下目的：1. 探索少儿中

国画课程对小学生心理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原因。2. 研究小学生参与中国画课程后的个

人主观体验。3. 提出针对未来少儿国画课程改进的实质性建议。

二、研究问题

基于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1. 如何通过参与少儿中国画

课程测量小学生心理幸福感的提升？具体实施过程如何？2. 这些积极情绪的提升对个

体发展和未来成长将产生哪些影响？3. 少儿中国画课程在未来有哪些改进之处？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将开展三项研究：第一，检验研究工具的信效度，以确保实验

顺利进行；第二，通过随机对照组实验，量化评估少儿中国画作为干预措施对小学生心

理幸福感的提升；第三，对学习少儿国画的小学生进行访谈，开展主观幸福感描述的质

性研究，从儿童视角了解他们的体验。最后，通过分析结果探讨并总结少儿中国画课程

对小学生未来心理健康发展的意义与影响。

本研究旨在论证少儿中国画课程能够提升小学生心理幸福感，从而帮助孩子们形成

更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及其成长潜力。该课程可根据发现迭代内容或教学手段，使其更

加普及，让孩子们更喜爱中国画，并增强对传统艺术和文化自信心。此外，希望通过此

项研究帮助儿童抵御精神压力与抑郁，实现更健康的精神生活。鉴于全球美术教育中关

于情绪健康实证研究相对匮乏，中国大陆尤为稀缺，此项研究也可为今后更多关于儿童

情绪健康与美术教育跨学科领域提供借鉴，并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相关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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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研究的重要性

一、提升少儿中国画教育的规范性，促进该学科构建

少儿国画教育能够增强小学生对美术多样性的理解，提高他们欣赏传统国画艺术的

能力。作为一种传统绘画形式，中国画具有显著特点，情感贯穿于创作全过程，并在其

中发挥重要作用（史月浩，2021）。尽管中国画是我国传统艺术文化的瑰宝，也是中国

美术教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关于少儿中国画教育的相关研究仍然相对匮乏，

大多数主要集中在教学与课程方面，有些涉及教学实践（段阳，2013；王欣茹，2016；

周杰，2020），有些则关注教学策略（补凡，2021；夏秋彤、李玉其和韩雪，2019），

还有一些对中国画教育提出反思的问题。由于传统保守模式的局限，使得原本底蕴丰厚

的国画艺术需要通过更具创新性的教学模式来吸引学生兴趣（韩雪，2019）。然而，我

认为少儿中国画教育的价值不仅限于审美与绘画技巧培养，还应重视情感表达方面的研

究。目前关于中国画教育与情感表达之间关系的研究虽有一定数量，但聚焦于儿童群体

的相关研究明显不足。

近年来，少儿中国画教育已受到广泛关注，从国家战略层面到个体家庭均有所体现。

然而，目前少儿中国画课程依然属于重要校外美术课程，并未编写相关中小学教材。此

外，在校内推广也尚未普及，这或许源于该课程体系系统性不足、内容完善度不够以及

教师专业素养的发展瓶颈。文献检索显示，与儿童心理健康相关的少儿中国画研究成果

极为有限，因此需积极响应教育部关于美术课程标准指导思想：“深入开展中小学校美

育课程学业质量标准及教材研究，以形成教材更新机制，加强基础阶段艺术类学科教研

队伍建设，并建立教研员准入制度和严格考核要求”（教育部, 2015）。只有给予更多

关注并投入努力以促进该学科发展与规范化，我们才能使这一传统艺术形式通过课程普

及而焕发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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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提升儿童心理幸福感提供可行的经验

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未来，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国务院，2019；教育部，2021）。在过去 20 年中，我国儿童与青少年心理健

康研究经历了从心理健康评估、心理危机干预，到积极心理品质培育的发展过程，相关

研究体系不断完善（孟亚和万永春，2024）。这一发展不仅反映了社会对儿童及青少年

群体关注度的提升，也体现了政策层面对于促进其身心发展的重视。

此外，新冠疫情对儿童心理健康状况产生了显著影响（郭紫瞳、刘尽雨 & 王明怡，

2023），许多研究表明，在疫情期间，由于隔离措施、学习方式转变以及家庭环境变化

等因素，不少儿童出现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因此，通过不同教育方式保护儿童的心

理健康变得尤为迫切。学校作为重要的教育场所，应当承担起更多责任，通过课程设置

和活动组织来增强学生的抗压能力和适应能力，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外界挑战。

本研究旨在弥补积极教育领域实证研究的不足。尤其是针对尚未进入青春期的儿童

群体，目前对此类群体关注较少。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对儿童进行相关研究具有重要

意义，这将对其一生产生深远影响。早期介入能够有效塑造孩子们的人格特质，为他们

今后的成长奠定良好的基础。此外，对于如何培养积极情绪、自我调节能力以及社交技

能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将有助于提高整体社会幸福感。

目前国内关于儿童群体积极教育的实证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在此背景下，通过介

绍国外如何测量心理幸福感及实施积极教育等实践，可以帮助国内学者更好地理解这些

研究方法。例如，一些国家通过系统化问卷调查、实验室观察以及长期跟踪调查等手段，

对不同年龄段孩子们的幸福感进行了全面分析。这些经验可以为我国相关领域提供借鉴，

使得我们的理论框架更加丰富，同时也能推动实际操作中的创新。

同时，希望通过本次探索及其成果，为积极教育领域带来正面影响。这不仅包括理



８

论上的贡献，还希望能够形成具体可行的方法论指导，从而使教师、家长乃至政策制定

者都能受益。最终目标是构建一个更加支持性强且富有包容性的环境，让每个孩子都能

在其中茁壮成长，实现自我价值，并为未来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三、丰富儿童美术教育与积极心理学的跨学科研究的不足

在历史上，美术教育是人类最早的文化教育活动之一，承担着情感教育、审美教育

和人格完善等多重功能。早在五千年前，中国孔子（公元前 551 年-公元前 479 年）就

提出了“游于艺”的人才培养理念，而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则倡导“以美育代宗教”。中

国的美术教育涵盖了文化、审美、人格、道德及信仰等多个方面，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进入现代，尤其是 20 世纪末以来，美术教育逐渐发展为视觉文化艺术教育。当前，

美术课程不仅限于审美认知、美术史学习和绘画技巧，还融入了互联网时代所带来的各

种图像与影像，以更为多元和开放的视角进行教学。作为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杰

罗姆·布鲁纳（Jerome Seymour Bruner, 1915-2016）提出的叙述性思维模式强调人类寻

找和创造意义的倾向，这一过程可以通过美术教育得以实现。同时，维克多·罗恩菲德

（Victor Lowenfeld, 1903-1960）指出，艺术教育能够为儿童智慧与情感提供必要平衡。

目前，我国现行的教育体系仍然过于注重知识获取，而忽视了情感与精神需求所依赖的

一些核心价值。在儿童早期艺术教育中，有助于培养个体弹性与创意；反之，如果缺乏

这样的体验，即使拥有知识，也可能无法有效运用，并且缺乏精神层次，从而影响人际

交往能力。

在艺术教学过程中，每一个创造性的过程都强调思考、情感与体验之间的重要联系。

艺术不仅能为儿童智慧和情感提供必需平衡，同时也能通过其内含的情感元素，为此提

供理论支持及可操作的方法。从本质上看，艺术教育与积极心理学存在诸多契合点，如

自我接纳、自我表达以及外界沟通等。在 1994 年、1999 年及 2000 年，美国、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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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相继推出将美术课程融入其他学科的新教学纲要。而我国在 2023 年底刚刚提出

关于美术跨学科建设的新设想。尽管目前我国在这一领域尚存差距，但未来的发展趋势

无疑指向各学科间融合。

国外已有一定成果表明，通过将积极心理学作为量化研究标准并结合美术课程实施

干预措施，可以推动两者之间跨学科研究。然而，这种做法在国内仍较为罕见或欠缺说

服力。本研究旨在推动国内对美术教育与积极心理学之间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并为相关

评估提供经验指导。

总而言之，本研究不仅验证少儿中国画对小学生积极情绪提升及保护作用，为中国

画教学多样化发展提供理论支持，还促进传统中国画不断创新进步，为未来该领域科学

建设献计献策。此外，该研究填补了有关少儿中国画对儿童积极情绪影响方面的空白，

有助于更多孩子通过学习中国画建立稳定正面的情绪状态，从而保障个人幸福发展的基

础。最后，本项目还希望为传统艺术结合现代科研方法这一跨学科探索提供一些有价值

的参考依据。

第四节 研究设计

本研究是一项跨学科的探索，涵盖美术教育与积极心理学，因此采用混合研究方法，

这在教育研究中已成为一种常见的方法。由于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各具优劣，越来越多

的学者建议在同一研究中结合使用这两种方法（Johnson & Christensen, 2012）。混合研

究的优势在于能够从多个视角、理论及方法进行探讨，将量化与质性研究视为互补关系，

从而实现优势互补，而非劣势重叠（Johnson, Onwuegbuzie & Turner, 2007）。量化研究

旨在确保数据的可靠性，而质性研究则致力于深入探究背后的规律。鉴于本项目以实证

为主，因此采用以量化为主、质性为辅的混合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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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量化研究来回答研究问题一，具体实施少儿中国画课程，以前后测量小

学生心理幸福感的提升。通过招募随机对照组实验，比较参与少儿国画课程的实验组与

未参与的对照组在心理幸福感上的前后变化，从而进行数据分析，以检验心理幸福感是

否显著提升。本项量化研究旨在验证假设，通过统计方法测量参加国画课程（实验组）

与不参加国画课程（对照组）之间心理幸福感的平均差异，以判断假设 H1: μ > μ0 是否

成立，并用实证数据支持该假设。为确保量化研究顺利开展，在进行之前将对所采用的

测量工具进行信效度检验，详见第三章。

质性研究则用于回答研究问题二，解读积极情绪提升对个体发展及未来成长的影响。

这一部分是对量化研究的数据补充，旨在深入探讨儿童心理幸福感提升背后的主观解析

及其规律。质性数据收集将通过随机抽取实验组对象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同时分析和观

察相关教学资料。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将详细介绍有关量化与质性研究的方法，此处

不再赘述。

针对研究问题三，本项目将通过混合方法得出的结论进行总结。本次研究于中国广

东深圳开展，对象为 9 至 12 岁、处于青春期前期或尚未进入青春期的儿童群体。干预

课程基于积极心理学框架设计，在该地区的一家少儿国画培训机构内实施。

第五节 论文结构

本研究以少儿中国画课程作为艺术教育研究的切入点与工具，结合积极心理学进

行跨学科探讨，包括量表修订、混合研究及对研究结果的总结。论文各章节的大致内容

如下：

第一章主要介绍本研究的背景：当前心理健康问题低龄化以及少儿艺术教育与积极

教育领域的不足等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通过少儿国画课程提升儿童心理幸福感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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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目的和问题，以解决这一关键议题。通过分析相关问题，明确研究目标及其重要性，

从而推动和发展中国传统少儿国画教育，并探讨其在艺术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的意义。此

外，本章还简要介绍该混合研究方法如何应对上述问题。

第二章分为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文献综述，从三个方面梳理国

内外相关文献。首先，对幸福感的定义与测量进行介绍，并分析国内外儿童幸福感测量

工具，同时描述儿童幸福感干预实践的成效与不足之处；其次，对视觉艺术教育与心理

健康发展的相关文献进行整理，阐述美术教育与心理学交叉领域——美术心理学各流派

观点及特点；最后，讨论中国画教育在儿童人格培养中的相关理论、发展历史以及存在

的问题。第二部分构建理论框架，通过借鉴欧文·蔡尔德(Irvin Long Child 1915-2000) 的

审美理论，对视觉艺术和积极心理学之间的跨学科成果进行梳理，再次强调所提研究问

题的重要性。

第三章针对 EPOCH量表开展信效度检验。考虑到该量表首次在中国大陆应用于实

验，为确保后续研究可靠性，将对问卷及其结构进行信效度评估。

第四章为混合方法中的量化部分，是本项研究最重要的一环。本章节基于随机对照

组设计，通过招募实验组和对照组来测量干预课程前后儿童心理幸福感差异，以检验少

儿国画课程是否显著提升了参与者的心理幸福感。在数据收集和分析过程中，将回答第

一个研究问题。

第五章则是一项质性探索，用以补充量化结果。从儿童视角出发，了解影响他们心

理幸福感提升的重要因素。本章节将通过半结构式访谈学生和教师，并征得教学大纲及

课件使用许可，以及课堂观察等方式收集数据，在分析后得出结论以回应第二个研究问

题。

第六章总结了第三至第五章内容，对所得成果进行了讨论，总结少儿国画课程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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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儿童心理幸福感方面以及其他潜在作用，以回答第三个研究问题。同时，本节反思实

施范围、样本规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展望未来关于少儿艺术课程、积极教育及艺术

教育领域的发展方向。

图 1-1 章节内容分布分布图

第一章：研究介绍

第二章：文献综述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研究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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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本研究是一项关于视觉艺术教育与积极心理学的跨学科探索。少儿中国画教育属于

视觉艺术教育的范畴，而主观幸福感则归属积极心理学领域。本研究关注如何有效测量

儿童的幸福感，同时涉及美术心理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因此，我们将围绕上述问题开

展文献检索与综述，具体研究领域详见图 2-1。

图 2-1 研究领域与理论框架

第一节 幸福感的定义与测量

一、幸福感的定义

幸福既是一个哲学概念，也是心理学的核心议题（Sirgy, M. Joseph, 2021）。亚里

士多德认为，幸福是一种积极展现优秀品质或美德的生活方式（亚里士多德，1962-1986）。

在英文中，“幸福”可以通过“happiness”和“Well-being”来描述。我们首先对这两者进行简

要区分：幸福感（happiness）是一个描述性概念，指个体的心理状态（Lepine, 2022），

而个人福祉（Well-being）则是一个规范性概念，用于评估个体生活是否顺利或繁荣，

并达到某种标准。因此，本文提及的“幸福感”的测量主要指前者，即“Happiness”的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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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这两者之间的重要联系在于，幸福感构成了个人福祉的重要部分。

幸福感最初由积极心理学提出，并随着近年来该领域迅速发展，为个体和群体提供

了更乐观与积极生活的理论基础和有效实验论证（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

Gable & Haidt, 2005）。近年来，对幸福感及其测量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这已成为重

要领域之一（Diener, 2000；Csikszentmihalyi & Hunter, 2003；Lyubomirsky et al., 2005）。

在积极心理学中，“well-being”被视为等同于“happiness”或“subjective well-being”，

这种状态由每个人定义，并由情绪成分（包括积极与消极情绪）以及认知思维两个方面

构成。在本研究中，“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均属于积极心理学范畴内使用的术语。

二、积极心理学与心理幸福感

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作为一门研究幸福感的科学领域，采用科学原

则和方法探讨幸福，并倡导心理学的积极取向。其研究重点包括人类的积极心理品质、

健康与和谐发展（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1997）。在过去几十年中，该领域迅速

发展（Donaldson, Dollwet, & Rao, 2015; Rusk & Waters, 2013）。一般将积极心理学定义

为探索人生中最有价值事物的科学研究领域（Peterson, 2006）。克里斯托弗·彼得森

（Christopher Peterson）指出，积极心理学是研究生命各个阶段如何赋予生活更多价值

与意义的学科。大部分积极心理学研究涉及积极临床心理学、组织心理学、校园心理学

及青少年心理。因此，该领域非经验性地扩展到儿童、青少年及成人阶段（Donaldson,

Dollwet & Rao, 2015）。此外，在各种重要环境中也有概念贡献，例如校园、工作场所

以及临床环境。有趣的是，这些领域均呈现出丰富的数据集合，表明专业思想领袖和专

家们对此产生了浓厚兴趣。

积极心理学最初由美国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E.P. Seligman）针对“习

得性无助”提出，随后他引入了“习得性乐观”的教育方向与方法。这标志着从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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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转变为以预防为主的重要一步。在积极心理学中，“习得性乐观”认为乐观情绪可

以通过后天学习获得。因此，从儿童时期开始培养乐观情绪对建立幸福人生具有长远而

有效的意义。据严虎（2019）的研究指出，绘画是 9 至 12 岁儿童表达和宣泄情绪的重

要方式。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正处于小学高年级，他们对人生与世界有更全面、更复杂的

认知，同时面临来自学习压力、人际关系及青春期早期影响等方面更多挑战。他们会经

历多种情绪，如快乐、兴奋、悲伤、恐惧、担忧、无助、孤独和愤怒等。由于尚未成熟，

他们有时难以用语言准确描述真实感受。因此，绘画成为他们最自由且便捷的情绪表达

方式，不仅帮助调节紧张，也能让他们找到内心愉悦。基于以上原因，本研究选择即将

进入青春期阶段的 9 至 12 岁儿童作为对象进行深入探讨。

积极积极心理学的三大基石包括：第一，研究积极情绪；第二，研究积极特质，主

要关注优势与美德；第三，研究积极组织与系统。因此，我们需要开展关于积极主观体

验、积极人格特质以及积极社会环境的相关研究。心理幸福感属于主观体验范畴，是与

积极情绪密切相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儿童的积极主观体验进行探讨时，心理幸福感

成为一个关键课题。核心在于培养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这种幸福感表

现为愉悦情绪能力的体验和感受。通过训练，人们可以增强这种情感体验的强度和持久

性。过去 30 年中，美国心理学家（如 Diener、Suh、Lucas & Smith）在主管幸福感方面

所做的研究表明，积极态度是预测主观幸福感最有效且可靠的工具。如需深入了解主观

幸福感，则首先应掌握如何评估和测量这一概念。

三、儿童幸福感的测量

为什么对儿童幸福感的研究如此重要？积极心理学之父塞利格曼曾与同事进行了

一项为期五年的追踪研究，对象是 500 名青春期前的儿童。研究表明，中度和重度抑郁

儿童的比例逐渐增加，从 20%上升至 45%。经过干预后，出现中度和重度抑郁症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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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比例仅为未经干预者的一半。同时，学习乐观技巧的儿童在青春期出现中度和重度

抑郁症状的比例也低于未学习这些技巧者（22%对 44%）。该研究显示，在青春期后，

抑郁问题会逐渐加剧，并且这一时期内抑郁率高于儿童阶段。因此，在儿童时期进行干

预可以更有效地减缓这一趋势。因此，将即将进入青春期的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对于保

障其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并可能显著降低青春期期间的抑郁率，使得本项研究更具

实际价值。

为了开展关于幸福感方面的研究，需要一个有效测量工具（Layard, 2010）来帮助

我们评估和理解儿童幸福感。通过有效测量工具评估个体主观幸福感是相关研究工作的

基础，同时在实施一定干预措施后再次测量数据，以分析是否存在明显提升效果，是一

种常见科学实践方法。

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旨在提升与超越，为未来提供如何进行预防的重要启示。因此，

本研究不涉及有关抑郁、焦虑等心理疾病的话题。主观幸福感不仅仅是消除消极情绪，

而是一种积极满足或知足状态。然而，有关主观幸福感概念化及其测量方式存在多种不

同观点（Dasch-Yee, K.B., 2020）。例如，在对主观幸福感进行测量时，不同操作定义

之间存在确切差异，即结构性测量或定义方式各有不同。有些衡量标准使用“福祉”

（well-being）一词，而另一些则采用“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 “生活质量”

（Quality of life）、 “幸福”（happiness）或“繁荣”（flourish）等术语。此外，一

些学者在一维尺度上测量主观幸福感，因此所得到的数据仅反映一种表现形式，如生活

满意度或生活质量得分。然而，也已创建其他衡量标准，可以多维描述受访者福祉，并

为这些标准提供多个子量表。根据不同科研目标，最合适的主观幸福感衡量标准可能有

所不同。在积极心理学实践中，用于评估幸福感的问题很多，但大多数针对成年人设计

并且许多实施方案基于西方样本制定。因此，这些衡量标准能否跨文化推广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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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n, M. L., Zeng, G., Hou, H., & Peng, K., 2019）。接下来将介绍常用于评估儿童幸褔

感觉问卷，并讨论每种衡量标淮特征及优点，请参见下表 2-1。

表 2-1 常见青少年积极心理学量表一览

Lepin 于 2022 年开发了主观波动幸福量表（Subjective Fluctuating Happiness Scale,

SFHS）和主观真实持久幸福量表（Subjective Authentic-Durable Happiness Scale,

SA-DHS）。该问卷采用三种幸福感衡量标准来验证上述两个量表的收敛有效性。为进

行验证，测量了以下几个结构：（1）性格乐观；（2）自我效能；（3）连贯感；（4）

感知弹性；（5）正念与正念注意力意识量表；（6）精神沉思；（7）生命意义；以及 （8）

唾液皮质醇。研究尝试以更系统、多维度的方式对幸福感进行实证研究，但两种幸福测

量方法之间的差异降低了它们之间的相关性。此外，该研究未获得伦理审查批准，因此

需要更加严谨的伦理态度。由于量表及研究设计的复杂性，不适合在儿童群体中开展。

儿童归因风格问卷（The Children’s Attributional Style Questionnaire, CASQ），由纳

丁·卡斯劳博士 (Dr. Nadine Kaslaw) 和理查德·泰能伯博士 (Dr. Richard Tanenbaum)

共同设计，是一种评估工具，用于判断孩子是否持有乐观态度。该问卷已在美国数千名

儿童中使用，并曾应用于 1984 年的宾夕法尼亚预防计划中。研究显示，该问卷能够有

效判定儿童所处环境状况 (Martin E.P. Seligman, 2017)。马丁·塞利格曼在 2006 年宾夕

量表名称 测量目标 题目数量 量表类型 测量因子

CASQ 乐观指数 48 个 归因问卷 积极分、消极分、总分

ELOT 乐观/悲观 20 个 期望问卷 乐观、悲观、乐观总分

EPOCH
(2016)

幸福指数 20 个 积极的 5 个心

理特征

投入度、坚持、乐观、与他人积

极关系、幸福

SFHS&SA-DH
S（2022）

幸福波动/持久 26 个 幸福主观波

动与幸福持

久

性格乐观、自我效能、连贯感、

感知弹性、正念专注力、精神沉

思、生命意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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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尼亚预防计划结论中指出，在青春期之前实施干预措施，可以更有效地减缓青春期抑

郁症发生比例。因此，本研究选择 7 至 12 岁的小学生作为实验对象。本次问卷调查借

鉴了该项研究所使用的儿童归因风格问卷进行测评。总体而言，CASQ 作为评估孩子乐

观态度的一种工具，在内部一致信度方面表现良好。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在中国

大陆尚无相关应用记录，并且仅依赖乐观指数作为测量依据，同时 48 个题目可能会给

数据收集带来一定困难。

EPOCH问卷是一种专门为青少年开发的幸福感衡量标准（Kern, Benson, Steinberg,

& Steinberg, 2016）。该标准包含 20 项指标，分为五个维度，每个维度包括四个题目，

分别测量：投入度（Engagement）、坚持（Perseverance）、乐观（Optimism）、关联

性（Connectedness）和幸福感（Happiness）。通过对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 4000 多名

青少年进行的十项系列研究，作者测试了该问卷的充分心理测量特性并提供了相关证据。

由于 EPOCH问卷是在两种西方文化中开发和测试的，因此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其在

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东方文化。为此，Kern 等人（2018）将该问卷翻译成中文，并测试

了其在不同文化中的不变程度。他们将初始研究中包含的 3500 多名中国学生与澳大利

亚及美国学生样本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模型表现出较弱的不变性，这表明跨文化支持

五因素模型，但缺乏强不变性。这意味着平均分数不能直接与不同文化进行比较，但可

以在单一文化内使用。

EPOCH问卷的理论模型源自塞利格曼提出的多维 PERMA 理论，该理论认为心理

繁荣由积极情绪、投入、与他人的积极关系、意义和目的感以及成就感这五个独立结果

组成。作为一个简短而多维的测量工具，EPOCH有助于评估青少年的积极心理状态

（Kern et al., 2016）。最新一项关于 3629 名中国学生的研究显示，在美国、澳大利亚

和土耳其之外增加了更多不同文化背景下积极心理变量，并修订了经过校对后针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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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使用中文版量表。这使得 EPOCH 成为唯一一个专门针对中国人并经过校对修订后可

用的量表。

EPOCH测量被视为衡量中国青少年积极功能的重要工具（Kern et al., 2019）。相

较于其他常见积极心理学量表，EPOCH更适合青少年，因为它涵盖更多维度，并且专

注于幸福感测量。该量表涉及到本研究关注的小学生心理幸福感密切相关且高度吻合的

五个心理特征，因此本研究将采用 EPOCH幸福量表进行调查。考虑到本研究对象为 9

至 12 岁的儿童，该问卷也非常适合使用。为了确保研究结果严谨可靠，本研究将对该

量表进行信效度检验，并针对青春期前期儿童进行积极心理的变量衡量。

四、儿童幸福感干预的实践与成效

为了提升积极情绪并获得更持久健康的幸福，积极心理学开展的干预实践最初应用

于教育领域，形成了“积极教育”这一概念。该概念最早起源于美国大学，1999 年马

丁·塞利格曼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开始进行相关研究。备受关注的哈佛大学也于 2002 年

推出以“积极心理学”为主题的幸福课程，由泰勒·本·沙哈尔（Tal Ben-Shahar）主

持。随后，中小学广泛应用青少年积极心理学实践。据 Catalano（2004）的统计数据显

示，在北美地区共有 77 个关于青少年积极成长课程和计划，其中包括由马丁·塞利格

曼主持的宾夕法尼亚抗压力计划（Penn Resiliency Program）、Life Skill Training 计划及

PATHS 计划等。在取得一定成效后，美国各个教育阶段开始向全球推广该模式，并取

得良好效果。

英国青少年教育实践始于 2006 年，由剑桥大学幸福学院院长、积极心理学家尼克·拜

利斯（Nick Baylis）指导开展。最初在惠灵顿公学校区进行，随后在 2008 年伯明翰市

宣布所有中小学生将很快学习一门与语文和数学同等重要的新课程——幸福课。

澳大利亚学校是应用积极心理学的重要场所，该国的一大优势是大部分积极教育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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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由国家教育部门研究和制定。此外，澳大利亚研究者认为应将积极心理学广泛运用到

更广泛范围内，包括早期儿童教育和高等教育。澳大利亚特有之处在于“积极教育”的

兴起，以及规划实施大规模、个性化和战略性的正面情绪促进项目（PEPs），代表性

案例包括吉朗语法学校和诺克斯文法学校。

中国香港中国香港的教育与西方教育交流紧密，是最早接触并实践积极心理学的地

区。迄今为止，香港教育界在青少年积极心理学研究上投入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并出版

了相关教材，发表了众多学术论文。在实践方面，一些代表性项目包括：1999 年由中

国香港教育署资助与发起的“成长的天空”，关注青少年的抗逆力；2005 年推行的“共

创成长路”项目，由中国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资助 4 亿港币，该项目融合了青年正

面发展理论及 15 个主要理念作为框架，覆盖超过 60 万名初中生参与。这些计划以东西

方德育价值理论和科学实证为基础，并运用科学方法设计、验证和评估计划内容及成效。

同时结合香港青少年的实际情况，总结本土帮助青少年成功成长的经验，形成具有弹性

且本土化的理论架构及实践方法。此外，“共创成长路”青少年正面计划还在上海华东

四校进行试点，并编写全套教材、出版评论书籍以及建设网上资源平台等举措。该项目

已对超过 30 所学校提供新颖德育工作思路，并取得约百项校本德育成果，为推动积极

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吴洁容, 2014）。

中国大陆第一个拟实验研究是由清华大学彭凯平及其研究团队于 2019 年完成。该研

究对象为中国大陆一所中文学校中的 6 个 8 年级班级（N=173），并将其随机分配到两

组进行观察。该研究证实了积极教育对青少年抑郁情绪的重要意义，不仅证明了积极教

育干预可以减少青少年抑郁症，还论证了幸福感作为积极情绪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培

养积极情绪来降低消极情绪。同时，以积极心理学为理论支持的学校教学实践也在各地

逐渐展开。尽管该项研究取得显著成效，但笔者认为，如果能够推广至更小年龄段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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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群体产生更有效影响，将会更加有益。此外，在学校推广积极教育课程需要占用

学生在校时间，因此若能利用美术课等已有时间段进行时效分配，同时提高学校和家长

对此举措的接受度，则会更加便利且可行。

第二节 视觉艺术教育与心理健康发展

一、视觉艺术教育的发展

美术作为主要的艺术教育门类，受到世界各国影响，同时中国的美术教育也保留了

自身的发展特色。其理论首次由中国教育家孔子在《论语·述而》中提出：“志于道、

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强调通过艺术熏陶来完善人格。西方著名哲学家柏拉图（Plato,

公元前 427 年-公元前 347 年）认为，美是客观存在且具有普遍性的。德国哲学家席勒

（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 1759-1805）提出“美育”这一概念，希望审美

教育能够通过生活和形象艺术培养人们内心的美感与健全的人格。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承认审美感是认识与实践之间的重要桥梁。

中国古代清末王国维（1877-1927）将美育引入中国，并探讨了它对情感、人格完善

及德智教育等方面的作用。蔡元培（1868-1940），一位知名教育家，提出“美育代替

宗教”的观点，并最早将美育纳入到教育方针中，以凸显其重要性。林凤眠则致力于社

会艺术化实践，并倡导“中西调和”的理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美术教育所涉及的功能

包括但不限于：审美、情感、心理、人际塑造、德行培养以及信仰等领域。

20 世纪初至中期，儿童成为心理学家与教育家的研究对象。美国著名教育学家杜

威（John Dewey, 1859-1952）提出“儿童中心论”，主张应顺应儿童自然发展的需要并

强调社会经验，对各国产生深远影响。英国美术教育家里德（Herbert Read, 1893-1968）

将儿童中心论发展到艺术教学领域，促进个体全面发展，从而有助于社会和谐。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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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教育家罗恩菲尔德（Victor Lowenfeld, 1903-1960）则主张，美术教学要遵循儿童心

智成长规律，尊重他们的个性，让他们自由发挥与表达，引领了“创造性自我表达”思

潮。此外，以 Elliot W. Eisner （1933-2014）为代表的一批美国 educators，通过严谨设

计内容丰富的课程，实现了作为独立学科之下的美术价值。因此，可以说，在不同时代

背景下，美术教育承担着从技能学习到个体发展，再到对社会价值及创造力培养等多重

使命。

“视觉艺术”的概念源自对传统“美术”概念的发展延伸 (胡凡之, 2005)。由于大

多数或首先通过视觉方式掌握，因此称之为“视觉艺术”也是合适之举 (丁宁, 2020)。

视觉文化艺术教育 (Visual Culture Art Education 简称 VCAE) 的概念由保罗·邓肯姆

(Paul Duncum) 于 2002 年提出，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在美术教学中的反映。这种形式通

常被称为"视觉艺术教学"，简单来说，其目的是颠覆传统、美化精致与流行之间鸿沟，

同时强调日常生活体验以拓宽题材范围(刘仲严，2004)。当今，视觉文化艺术教学关注

个体情感，通过多元跨学科融合的方法实现全面发展的目标。

二、美术与个体心理发展

1、美术心理学流派发展

美术心理学作为美术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将其视为科学形态下心理学发展的产物

是完全正确的。来自心理学和美术理论的观点无疑是最贴切且合适的（丁宁，2020）。

由于本研究涉及美术教育与积极心理学，因此对美术心理学的理解及以往研究不可避免

地成为重点。历史上，美术心理学各个流派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均承认了美与情绪之间

的相关性。笔者根据丁宁教授所著《美术心理学》，试图整理出与本研究相关的美术心

理学流派、代表人物及其观点（见表 2-2）并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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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各美术心理学流派代表人物及观点一览

美术心理学流派 主观代表人物 观点

实验美术心理学
费希纳

（Fechner Gustav Theodora
1801-1887）

《美学导论》提及在 16 种不同审美的原

则中，人获得的快乐、愉快等情绪

精神分析派美术心理学
佛洛依德

（Sigmund Freud 1856—1939）
人类心理动机的研究，从个体创作的动

力、美术家的心理素质、美术形式的和内

容、美术的社会功能等，揭示美术问的深

层意义，审美动力问题的逻辑延伸。

阿德勒

（Alfred Adler 1870-1937）
从群体创作动力，阐释创作内在动机和发

展契机，注重艺术家个人的整体统一性。

荣格

（Carl Gustav Jung1875-1961)
意识是有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所构

成，其中集体无意识是之哪些由于某种潜

在体验的普遍性而形成的人类某种认知，

它并不为个体显意识所掌握。

格式塔派美术心理学
韦特海默

（Max Wertheimer1880-1943）
知觉的整体性，当人们观察细节和部分结

构之前，首先是对视觉物的外形进行整体

的感知，另外知觉的经验形式是和刺激物

品的形有对应关系的。

阿恩海姆

（Rudolf Arnheim1904－
2007）

全面阐释了知觉活动水平上的艺术活动

的心理特征和过程。视觉艺术中的整体

性、平衡性、抽象性、完形性和简化的规

律之外，还富有创造性的讨论艺术中灵

感、情绪和直觉等概念。

认知派美术心理学
贡布里希

（sir
E．H．Gombrich1909-2001)

艺术家的出发点不是模仿自然或现实，，

而是艺术家在学习和经验中所体会到的

和接受之前的艺术样式渗透到个体内部

的观念化的风格，形成每个艺术家特定的

风格，制约着他的知觉和选择。

罗恩菲尔德

（Victor Lowenfeld1903-1960)
“艺术认知六阶段论”第一次全面评价艺

术认知能力发展，对美术教育问题有非常

现实的意义

人本主义美术心理学
马洛斯

（Abraham H.
Maslow,1908-1970）

审美需要值得是人对于美的事物的观照、

品味与享受的需要，融入了所有健康人的

人格之中，不可轻易描述，心跳加快、屏

息凝气、全神贯注是这一需要实现时的具

体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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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美术心理学

第一次提出美学与心理学之间密切联系的是德国心理学家费希纳，他被誉为“近代

美学之父”。尽管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审美心理方面，但他无疑是美术与心理学的奠基

人。其主要著作《美学导论》至今仍对美术与心理领域具有参考价值。在书中，16 条

原则中的（2）、（3）、（5）、（6）和（11）均提及了不同审美原则下人们所获得的

快乐、愉悦等情绪，为美术与心理的研究提供了基础。虽然他的研究尚显得不够成熟和

严谨（丁宁，2020），但目前看来，其信度和效度较强，对其他相关领域的发展产生了

不可磨灭的影响。

精神分析派美术心理学

弗洛伊德是一位先有实践后进行分析的心理学家，他的精神分析法主要聚焦于动机

领域，深入研究人类心理动机，包括个体创作动力、美术家的心理素质、美术形式与内

容以及美术的社会功能等，从而揭示美术问题的深层意义及审美动力问题的逻辑延伸。

他对审美动力及其逻辑延伸提供了一些见解，为艺术行为奠定了理论基础。

然而，仅讨论动机而忽视作品本身则会导致对美学价值的忽略。此外，运用他的精

神分析原理来解析中国画的形式与因素也显得困难。然而，他对整个心理学和美术心理

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许多心理学家的研究或多或少地发展了他的理论。

阿德勒试图修正弗洛伊德关于个体创作动力的观点，他提出群体创作动力，阐释内

在动机与发展契机，并强调艺术家个人整体统一性。他更系统地融入了更多社会性的问

题，使其论述更加令人信服。阿德勒对于儿童个性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荣格作为弗洛伊德的追随者，进一步提出意识、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三者构成，

其中集体无意识是由于某种潜在体验普遍性所形成的人类认知，它并不为个体显意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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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尽管精神分析派在信度和效度上不及实验美术心理学，但它所涉及的问题广度与

深度至今仍具借鉴价值。

格式塔派美术心理学

以韦特海默为代表的格式塔心理学强调整体组织理论。知觉的整体性意味着，在人

们观察细节和部分结构之前，首先对视觉对象的外形进行整体感知。此外，知觉经验形

式与刺激物体的形状之间存在对应关系。

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阿恩海姆，他认为情感之所以用于描述艺术品或艺术创作的

体验，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艺术被人类发现和创造，是因为它带来愉悦，而愉悦被

视为一种情绪；第二，艺术作品所复制现实某些方面既不受感知影响，也不受理智影响，

而是受到认知能力的制约；第三，艺术作品中固有的现实方向不仅作为实际信息被接受，

还能唤起内心状态，这种状态通常称为情绪或情感。格式塔派心理学主要通过剖析美术

活动中的心理特征，以寻求感知规律及其心理对应关系，从而描述美术作品的形式等。

然而，其不足之处在于无法区分优劣艺术作品，但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认知派美术心理学

认识派美术心理学主要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美术活动的认知过程，二是与美

术相关的认知能力及其发展。贡布里希认为，艺术家的出发点并非模仿自然或现实，而

是在学习和经验中体会到的、以及之前艺术样式渗透至个体内部所形成的观念化风格，

这种风格塑造了每位艺术家的特定风格，并制约着他们的知觉和选择。他提供了许多关

于美术活动过程中心理学研究思路。

与美术活动相关的认知发展的研究则由维克托·罗恩菲尔德和兰伯特·布里顿合作

完成，他们提出了“艺术认知六阶段”，首次尝试全面评估儿童在艺术认识发展中的能

力。现代美术心理学对认知发展的实证性统计研究具有相当高的信度和效度，因而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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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权威性与实用性。由于该领域不拘泥于某一种理论，展现出较强包容性，因此在某

种程度上促进了美术心理学的发展。

人本主义美学心理学

人本主义美学心理学倾向于关注人的“高级心理意识”，其中审美需求是仅次于自我

实现需求的最高人类需求。马斯洛强调，我们关于审美的需要、冲动、愉悦、创造性以

及所有与审美相关的体验，往往难以通过实证方法进行把握。然而，审美体验如此强烈，

审美渴望也显得迫切（Edward, 1998）。审美需求体现为个体对美好事物的观照、品味

与享受，这一需求融入了健康人格之中，不易被轻易描述。当这一需求得到满足时，人

们常常会感受到心跳加速、屏息凝神和全神贯注等具体反应。尽管直接涉及艺术与审美

的文献并不多，但这些研究仍为美术心理学提供了独特而深刻的启示。

2、美术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与意义

参与美术体验及相关活动所产生的愉悦情感，逐渐形成了以美术心理学为基础的审

美理论。欧文·蔡尔德将审美理论归纳为三种典型类型：外因论、内因论和交互论（Irvin

Long Child, 1978）。外因论认为快乐价值依赖于刺激之外的某些变量，而内因论则强调

其取决于刺激本身；交互论则认为快乐价值是艺术作品与个体以及环境特征之间相互作

用的结果。

总之，实验美术心理学派认为，美能带来快乐和愉悦情绪，这对艺术教育具有重要

现实意义。艺术教育成为美术心理学的重要实验领域，为我们理解和解析不同群体提供

了多样化探索的可能性。

美术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广泛，大致可分为几个层次：元理论层、交叉层与具体实证

层。元理论层最高体现为既作为世界观又作为方法论的哲学，它要求交叉层及具体实证

层的方法能够协同并具体体现这一哲学理念。对于一门发展中的学科而言，突破哲学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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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通过交叉层的方法进行验证恰好是推动其发展的关键环节。因此，本研究将采用混

合研究方法，通过交叉验证来探讨相关问题。

至今，美术心理学的发展中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理论。作为美术教育工作者，我们应

深刻认识到美术与人类心理发展密不可分。在进行美术教育活动、设计课程及评价评估

时，应重视视觉呈现对心理发展的巨大影响。同时，我们应批判性地接受各种流派理论，

并在实践中不断反思儿童个体心理的发展规律，而不仅仅停留在技法和造型学习表面的

阶段。只有通过深入了解儿童内心世界，美术教育才能发挥更大的价值。

三、美术教育与儿童个体与心理发展

我国我国儿童美术教育家杨景芝（1999）指出，儿童美术教育是人才素质的基础教

育，其目的是促进儿童身心的全面和谐发展。美术教育在儿童发展中主要具有以下几个

价值：一、提升儿童的感知能力；二、培养丰富的情感，促进身心发展的平衡；三、增

强创造力与思维能力；四、促进个性及全面发展；五、提高文化修养。这表明视觉艺术

对儿童个体的发展具有重要帮助。然而，中国大陆关于艺术教育与儿童个体及心理发展

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美术心理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不够全面。尽管国外相关研究总

体数量不多，但在实证研究方面已有一定尝试。

关于儿童美术心理发展的研究一直受到众多心理学家与美术教育家的关注。瑞士心

理学家皮亚杰提出的儿童认识发展理论，以及美国心理学家罗恩菲尔德关于儿童绘画发

展的理论，都承认了个体差异，并认为绘画是反映孩子心智成长的一种方式，从而为我

们提供了了解儿童成长的新视角。罗恩菲尔德指出，在 10 岁之前，孩子们的美术能力、

智力和认知能力是同步发展的。而美术教育家艾斯纳（Elliot W. Eisner, 1933-2014）则

认为，孩子们的美术能力并非自然而然地发展，而是受到了系统化教育的影响。

美国神经科学家奥顿（Samuel T. Orton, 1879-1948）总结并提炼出了部分儿童绘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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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五个阶段，依次为涂鸦阶段（2～5 岁）、图像阶段（5～7 岁）、人像画阶段（7～

9 岁）、现实注意表现阶段（11～13 岁）。各阶段幼儿绘画特点详见表 2-3。

表 2-3 儿童绘画特点

发展阶段 年龄 绘画特点

涂鸦阶段 2～5 岁
（1）随意涂鸦

（2）控制涂鸦

（3）圆圈涂鸦

（4）命名涂鸦

图像阶段 5～7 岁
（1）“解读”图形所代表的意义

（2）基本人物形象——蝌蚪人

（3）开始描述自己的故事

人像画阶段 7～9 岁
（1）集中于画人物

（2）透明法或“X 光线画法”

（3）所画对象之间有了关系，并用基线表示

（4）在大小上对形象进行夸张

现实主义表现阶段 9～11 岁
（1）作品经常反映他们如何看待自己与同伴与家人之间的关系

（2）写实主义

（3）二维视角

（4）更多细节

（5）颜色选择基于感情意义

自然主义表现阶段 11～13 岁
（1）能够画二维或者三位的事物

（2）人物画更加精细

（3）用颜色来表达视觉印象和情感体验

（4）出现卡通形象和漫画

（5）关注自身正在形成的同一性

由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在认知发展上表现出各异的特点，因此在进行美术教育时，

必须充分考虑到不同年龄段孩子的特征。综上所述，视觉文化艺术课程对儿童个体及心

理发展具有积极影响，但需充分考虑不同年龄孩子的认知水平、身体素质，以及社会参

与度和文化语境。在进行实证研究时，也应尽量关注认知能力与心理健康水平之间的整

体性和一致性。

在中西方（如英国与新加坡）不同文化语境下，视觉艺术教育的发展体现了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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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驱动以及可用资源之间的相互作用（John Matthews, 1994）。这意味着，在不同文

化背景下，美术教育展现出独特特点，我们也必须考虑这一因素对儿童发展的相互影响。

第三节 中国画教育与儿童人格培养

一、中国画发展简史

中国画的发展历史悠久。如《中国绘画史》中所述，中国绘画的起源与文字发展相

似，经历了从契书到笔书的演变（潘天寿，1998），其艺术形式和风格随着时代变迁而

不断演化。从远古的岩画和彩陶艺术，到现代多元化的绘画风格，中国画的发展历程是

一部波澜壮阔的艺术史诗。

在远古时期，中国绘画艺术主要体现在陶器、地面和岩壁上，这些作品与当时社会

生活紧密相关。先秦至两汉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提升，绘画艺术得到了显著发展。庙

堂壁画和人物肖像受到统治者重视，中国画作品展现了当时生活气息及中国绘画特征。

魏晋至唐宋时期，中国绘画进入崭新阶段。唐代作品展现出极高的艺术水平，如顾恺之

的《洛神赋图》。宋代则是中国美术最为昌盛之期，文人画兴起，以追求意境与气韵生

动为主流，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明清时期，在继承传统基础上，中国画不断吸

收外来元素，形成更加丰富多彩的风格。清代宫廷与民间绘画均得到充分发展，各具特

色且形成多个独立流派。

近现代以来，中国画在传承中持续创新，并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一方面，传统技法

得以进一步挖掘与整理；另一方面，新材料及技法层出不穷，为中国画注入新的活力。

同时，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中国画也发挥重要作用，与其他国家及地区进行广泛合作。

对比西方绘画而言，中国画强调笔墨运用及意境营造，追求“气韵生动”和“意境深远”。

相比之下，西方更注重透视、光影以及人体解剖精确表现，以实现形象真实性和立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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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近现代以来，中国画开始吸收西方技法，包括写实主义及现代艺术元素，从而

形成中西合璧的新风格。

未来，中国画将愈加多元化与国际化。一方面，将继续传承并发扬传统技法与审美

理念；另一方面，也将不断吸纳外来优秀艺术成果，以形成更加开放包容之风格。同时，

伴随科技进步创作传播方式亦将发生变革，例如数字绘制和网络展览等新兴形式，将为

中国艺术的发展提供更多可能性。

二、中国画教育发展简史

许多美术教育家认为，中国固有的艺术教育基础由孔子奠定，“游于艺”是其重要

教育主张，其中“艺”指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尽管六艺中未包含美术教育，

但与之最相关的是“书”，即“书画同源”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表明绘画与书法的发展

密切相连。然而，教育史学家毛礼锐指出，“乐”的含义广泛，包括音乐、诗歌、舞蹈

和绘画等，因此总体来看，美术教育较晚才出现。

从春秋至现代，涌现出一些重要的美术教材与教育家。在春秋战国时期，绘画门类

逐渐独立，但当时只有官宦人家的子弟能接受此类教育。春秋末年官方整理的工艺美术

教材《考工记》为早期文献之一，而古代蒙学（相当于现在幼儿园和小学）在唐代及五

代以前以字书为主，宋代至清代则开始出现专门化倾向的美术教材。从明代起，儿童启

蒙绘画教学有所发展，当时普及的教材包括“七巧板”。民间艺术方面，以邹德中编写

的《绘事指蒙》为代表，该书涵盖了山水、人物和花鸟等所有古典绘画类型，并总结了

各种技法，是对民间艺术经验的重要记录。

明清两代陆续出现刻印教科书，这些被视作中国最早的美术教科书。其中，《芥子

园画传》在康熙年间问世，被公认为入门学习中国画的重要参考资料，对后世影响深远。

此外，清代年希尧所著透视教学作品《视觉精蕴》（又名《视学》）以及乾隆年间布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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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撰写的《画学心法问答》，均对美术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为研究古代美术提供了宝

贵资料。

在实践层面上，隋唐五代及两宋时期，美术教育蓬勃发展。尤其是在两宋时期，以

翰林院设立宣和画院为标志，使得中国古典艺术机构达到鼎盛阶段。宋徽宗作为杰出的

中国传统文化推动者，其创办宣和院使得众多艺术人才脱颖而出。同时，在民间，以金

陵八家之首龚贤所创作的“课徒画稿”为例，即国师为学生所制范本。《半千课徒画稿》

中体现了龚贤独特教学方法，其思想可归纳如下：1. 教材实际运用；2. 理论学习重视

品格修养；3. 在自然中领悟；4. “诗”、“文化修养”提升鉴赏能力。这些理念对后

世特别是中国传统绘畫教学具有重要意义。

近现代变革始于 19 世纪洋务运动。1862 年，北京京师同文馆成立，为西式学校开

端，并引入英、美等语言课程。5 年后增设自然科学课程，但并未涉及专门性美術課程，

各类洋务学校纷纷建立。同样，在 1866 年左宗棠创建福州船政学堂，其下设“绘事院”，

教授少年船舶设计图纸，是近现代设计领域的新起点。随着洋务运动推进，新式学校不

断涌现。例如 1902 年的张百熙奏拟章程将图像课程纳入高等小学、中学、高校预科及

师范馆内，美術課开始系统进入课堂。当时最早西方素描教材如《新习贴》、《铅笔贴》

等也随之推出。而 1906 年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院正式成立我国第一个高等师范图像手

工系，不仅教授西方素描，也兼顾传统国画，从而开启新的学校体制阶段（郑勤砚, 2018）。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国画启蒙仍然偏少且缺乏系统性。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让

更多青少年通过学习国畫认识传统文化，提高自信心与审美能力，将成为当前艺术工作

者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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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画教育与儿童人格培养

学科以外的教育主要关注儿童的人格发展，而非单纯传授学科知识，人格发展才是

教育最重要的内容（Alfred Adler，2019）。美术教育实际上是一种人格教育。长期以

来，中小学美术教育侧重于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忽视了其在陶冶情操、塑造人格等方面

的重要功能，这限制了美术教育在培养和完善学生人格素质方面的作用。中国画教育必

须注重学生在美术学习中技能与思想情操的同步发展（赵林，2011）。本人非常认同上

述关于人格发展与思想情操发展的某些观点，并认为中国画教育应超越单纯的知识与技

能传授，培养形象思维和审美能力等思维习惯。在新时代背景下，应从身心健康发展的

重要性出发，从儿童心理幸福感的影响角度审视学习中国画课程的现实意义，以进一步

拓展中国画教学的价值观念。

关于儿童国画教育的实证研究仍然较为匮乏，尽管已有一些研究表明，国画不仅

能够提高儿童动手能力、审美能力和创造力，还能促进他们的人格修养与民族自豪感（张

倩，2018），并有助于进一步培养创造力（王瑞峰，2012；徐建霞，2017）。然而，对

儿童个体心理发展的关注依然不足。

尽管中国画历史悠久，其相关教学也有一定记载，目前针对儿童群体的少儿国画课

程尚处于初级阶段，不仅课程体系不够成熟，而且缺乏完整框架。在许多情况下，由教

师自行组织的课程缺乏长期安排与系统规划，并且没有配套教材，这直接影响了国画学

习效果（张东颖，2016）。少儿中国画研究匮乏及课程体系的不完善表明，该领域仍存

在巨大的创新与发展空间，因此急需重新反思学科体系规范化及其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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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理论框架

一、视觉艺术教育与积极心理学

当代欧美的美术教育主要分为两个流派：工具论和本质论。工具论以英国教育家赫

伯特·里德（Herbert Read, 1893-1968）和美国艺术教育家维克多·罗恩菲尔德（Victor

Lowenfeld, 1903-1960）为代表，其思想基础源于法国哲学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的自然主义教育观及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的

进步主义思想，强调美术教育的价值，通过创作促进儿童全面发展，重视体验与过程。

本质论则由美国教育家格里尔（W. Dwaine Greer）和艾利奥特·艾斯纳（Elliot W. Eisner,

1933-2014）主导，发展了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Seymour Bruner, 1915-2016）的以理

解科目基本结构为核心的教学理念，主张通过严谨课程实现美术教育自身的价值（尹少

淳，1992）。这两种流派对全球各国的美术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借鉴并发展欧文·蔡尔德的审美理论，包括外因论、内因论和交互论，我阐述对视

觉艺术教育的看法。“以孩子为中心”的工具论属于内因范畴，它尊重每个孩子独一无

二与创造力，这是任何有效教学所需考虑的重要原则。而本质论则强调通过严谨课程实

现美术教育本身的价值，这属于外因范畴，不可否认的是，一个完善且系统化的课程体

系是实现有效教学的重要手段。如果忽视外因，则可能否定整体性教学目标。交互论更

全面地考虑集体、社会及文化语境因素与个体之间相互作用，对个人成长而言，这三方

面缺一不可。

这一理论模型同样适用于解读积极心理学相关理论：1. 内因论承认个体独特性并培

养其积极潜能；2. 外因论表明乐观情绪可以后天习得，因此积极心理学必须得到推广；

3. 交互论强调建立一个积极集体，以相互促进乐观情绪。

积极心理学关注正面情绪、人类生存发展与幸福感，强调人的主动性，并倡导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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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和扩展积极力量使人成为健康而幸福的人。这些理念在很大程度上与美术教育相通，

有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幸福感，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目标。美国神经心理学家罗

杰·斯佩里（Roger Wolcott Sperry, 1913-1994）的研究表明，左半球负责逻辑推理等功

能，而右半球掌管感知、想象力及情感等。这一科学发现对未来高智能信息社会人才培

养提出挑战，即必须加强右脑的发展 (王大根，2014)。因此，美术教育与积极心理学

均属于右脑发展的领域，可以建立联系，共同推动跨学科知识创新、解决紧迫社会问题

以及技术革新，从而提供更综合性的学习经历 (Klein.J.T., 2010)。这种跨学科研究既具

开创性又具有实际意义。

目前，在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美术教育与儿童心理健康逐渐受到关注。在国内已有

一些相关研究成果。例如，有关早期艺术活动如何挖掘幼儿园学生对生命热爱及向往生

活之功能，为他们奠定幸福基础 （谢星，2014）；还有研究指出，在此背景下，美术

课堂有助于提高儿童幸福感 （赵枫，2016），杨春晖也提出将积极心理理念融入美术

课堂，为该领域提供更广泛设想及初步实践。然而，中国大陆在视觉艺术领域中的相关

研究明显不足，目前仍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并未开展实证性研究。因此，本项研究旨

在填补视觉艺术教肓与积极心理学之间跨学科实证研究上的空白。

二、视觉艺术教育与积极心理学的最新研究

中国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公元前 551 年-公元前 479 年）在《论语·雍也》中曾言：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五千年前，他便提出教育应当是快乐的，

关注人类潜能与优势。进入 21 世纪初，积极心理学逐渐受到中国学界的重视。从中国

知网的数据来看，自 2008 年以来，中国大陆关于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文献数量稳步增加，

2012 年后每年的发表文章均超过 200 篇，并持续增长。尽管 2018 年有所回落，但 2019

年的发表量反弹至 300 篇以上。近三年来，由于疫情影响，该领域的研究文献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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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3 年 5 月，在中国知网中检索“积极心理学”及其跨学科研究时发现，“英语”

相关文献有 414 篇，“体育”领域 278 篇，而“语文”和“音乐”各 173 篇，“数学”、

“物理”、“生物”等则接近百篇。然而，美术领域的跨学科研究仅有 37 篇，这一数

字显得尤为稀少，表明近年来积极心理学在中国大陆日益受到关注。在不同学科分布上，

美术教育的研究确实相对匮乏，包括但不限于学前教育、儿童美术教育、中等学校美术

以及高等院校美术等方面都有所涉及。虽然与其他成熟领域相比，积极心理学总体文献

数量仍显不足，但呈现出明显上升趋势。目前发表的文献主要集中于本专业内，而其他

跨学科研究则相对薄弱，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一些学者或资料虽略有提及，却未形成

完整论证或深入探讨。因此，总体而言，美育依然是我国教育事业中的薄弱环节（教育

部，2015），急需加强此类研究。

1、理论研究

关于艺术教育与积极心理学跨学科的研究仍显不足，相关理论探讨主要如下：

Bungay & Vella-Burrows (2013) 对 2004 年至 2011 年间发表的文献进行了快速综述，探

讨了参与创造性艺术活动对 11 至 18 岁儿童健康及心理健康的影响。尽管研究证据普遍

较为薄弱，但一些实证结果表明，将艺术创造性活动作为促进心理健康的一部分，可能

是提升儿童和青少年知识水平及积极行为的有效途径。Zarobe & Bungay (2017) 回顾并

探讨了艺术活动在促进 11 至 18 岁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与适应力方面的重要作用，结

果发现参加艺术活动能够对自信心、自尊、建立人际关系以及归属感产生积极影响，这

些品质与韧性和心理健康密切相关。虽然这篇综述并非一个完整的系统评估，其结论在

一定程度上也存在局限，但在直接将艺术参与与促进心理健康及弹性的联系方面，依然

存在显著差距。此外，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的 Ullán, A. M. (2022) 评估了 2020 至 2022

年间出版物，并证明视觉艺术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对于住院儿童而言，视觉艺术主题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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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以及他们参与艺术活动在多大程度上能促进其心理健康问题得到了关注。在美术课程

融入积极心理学方面，有一定开创性的研究（张若瑾，2022），尤其是在初中美术课堂

教学与积极心理学融合上的探索具有借鉴意义。

然而，以上这些文献仅在理论的层面进行了探讨，对于测量心理幸福感未作体现，

其非实证性质使得结论说服力相对较弱。

2、实证研究

在这一领域，相关的实证研究较之更少。Cheung, L. H.（2014）发现，参与创造性

艺术活动能够积极影响儿童的行为改变、自信心、自尊、知识水平以及身体活动。儿童

的发展是个性化和整体性的，不仅限于视觉艺术活动中的审美与创造性，还涵盖身体、

认知、情感、社会及文化等多个领域。Vanegas-Farfano, M., González Ramírez, M. T., &

Landero Hernández, R.(2017)进行了一项来自墨西哥的实验研究（N=216），其对象为 17

至 22 岁的大学生，探讨了艺术绘画活动作为调节心理压力与相关情绪的一种形式。研

究表明，艺术活动可以有效缓解日常压力，并持续消除负面情绪。然而，该研究对象为

大学生，其方法与结论可供参考借鉴。

在中国，关于初中美术教育渗透积极心理品质培养的研究（N=94）通过一学期的课

堂渗透美术教学得出结论：美术学科渗透能有效促进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发展（沈夏莲，

2021）。尽管数据仅限于福建南平，然而，该研究为美术教育与积极心理学之间的实证

探索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但在课程设计和测量方法等研究手段上仍存在明显不足。因此，

必须不断探索以提升实证研究的严谨性与数据的可靠性，以增强其说服力。

视觉艺术教育作为主要类型之一，为个体发展尤其是心理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在个人

发展的早期阶段——儿童时期，通过视觉艺术课程提升积极情绪，有助于全面发展。本

研究旨在探讨少儿国画课程对儿童心理幸福感的提升效果。具体议题包括：一、少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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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课程对小学生心理幸福感的影响，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其相关性；二、少儿中国画

课程如何在各方面影响小学生的积极情绪；三、哪些内容或形式会更有助于提高中国内

地儿童的积极心理，以及如何改进部分少儿国画课程，以显著增强小学生的积极心理。

本研究将采用混合方法进行探索，以量化研究为主，辅以质性研究。这是一种在教育研

究中广泛应用的方法，其最大优势在于结合不同的方法论和手段，实现优势互补

（Tashakkori, A., & Teddlie, C. 2003），从而改善整体研究质量。确保研究更加严谨、

完善且富有说服力。



３８

第三章 EPOCH 信效度检验

本研究针对 Epoch量表在中国大陆尚未有实验研究的先例，因此旨在校对和验证该

问卷的有效性。首先，需要对所测数据的信效度进行检验；随后，考虑到该问卷首次在

中国大陆应用于实验研究，还需进行测量模型的信效度分析，以评估该测量工具是否能

够为后续研究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

第一节 研究设计

本研究将对 EPOCH问卷的数据和测量模型分别进行信度与效度分析，以为第四章

的量化研究提供更为严谨有效的支持。考虑到因素分析的可靠性与样本量之间存在密切

关系，尽管学者们对于进行因素分析时所需预试样本数量尚无一致结论，但大多数学者

普遍认为，为获得可靠结果，受测样本应显著多于题项数量。Gorsuch（1983）指出，

题项与受试者的最佳比例应为 1:5，总样本数不得少于 100 人。因此，确保较大的样本

量是提升分析结果可靠性的关键。此外，Comrey 与 Lee（1992）认为，对于因素分析

而言：若样本量少于 50 则非常不佳；少于 100 则不理想；约 200 个样本被视为合理，

而接近 300 个则被认为是优秀。因此，本研究预计将收集 200 至 300 人的样本，以确保

因素分析的可靠性。

研究对象

由于积极心理学的相关教育研究已证明其能够提升儿童的积极情绪，并有效防止青

春期抑郁的发生（Seligman，2006），因此在 7 至 12 岁这一儿童阶段进行研究与实验

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计划招募 300 名 7 至 12 岁的小学生参与实验。为了使研究更加

聚焦和高效，将筛选智力正常、性别比例均衡且年龄主要集中在四到六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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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工具

为了精准测量因变量，本研究选择青少年幸福量表 EPOCH 作为研究工具。该量表

共分为五个维度、二十个题目，分别测量：投入度（Engagement）、坚持性（Perseverance）、

乐观（Optimism）、关联性（Connectedness）和幸福感（Happiness）。它是专门为青

少年开发的幸福感衡量标准 (Kern, Benson, Steinberg, & Steinberg, 2016)。该问卷采用 5

点 Likert 量表形式，评分标签依次为：1 表示不同意；2 表示不太同意；3 表示一般；4

表示比较同意；5 表示完全同意。每个因子单独计分，积极心理品质水平越高得分也越

高，反之则说明积极心理品质水平较低。关于量表的详细介绍，请参见第二章第一节第

三小节。本研究旨在验证该研究工具的信效度及其内部结构，以确保本研究的有效开展。

数据结果检测信度通常需要通过测量数据的内部一致性来进行评估。信度

（Reliability）是衡量研究数据可靠性的关键指标，通常指利用问卷或测量工具所获得

的数据结果的稳定性、一致性与可靠性 (邱皓政，2009)。目前常用的信度分析方法包

括重测信度（Test-retest Reliability）、复本信度（Parallel-forms Reliability）、折半信度

（Split-half Reliability）以及内部一致性信度（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考虑到

客观因素限制，例如时间和资源等问题，重测信度和复本信度往往难以实施，因此研究

者多采用内部一致性来衡量数据结果的可信程度。本研究在问卷数据信度分析中，将使

用克隆巴赫 Alpha 系数 (Cronbach's Alpha) 来评估调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而在测量模

型检验分析时，则将运用组合信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 CR) 和平均方差抽取值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 来解释和反映测量模型中的内部一致性感。

在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时，效度指的是所构建的测量模型是否能够准确反映潜在

变量的数据程度，这通常需要对内容效度 （Content Validity）与结构效度 （Constr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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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idity）进行深入分析。其中内容效价体现了所设定的问题对于潜在变量适当性的评

价。而本研究设计出的 20 个测项均基于已有成熟且经过实验验证的标准，因此可以认

为，本次使用的问题能够清晰地阐述所需衡量之潜在变量。此外，结构效价又可细分为

收敛效价、判别效价及特征效价。在具体分析过程中，本研究将重点采用特征效价来评

估调查问卷之结构有效性。

第三节 数据收集与分析

数据收集工作同时在线上和线下进行。在线上，问卷通过问卷星平台

（https://www.wjx.cn）设计并发布（见附录 1）；而线下数据的收集则由教师和家长负

责，在家长的监护与陪同下完成。此次数据收集为期一个月（2023 年 7 月 2 日至 8 月 2

日），共计收到 248份有效问卷，所有问卷均通过手机端链接扫描二维码提交。随后，

笔者使用 SPSS 26.0 对问卷数据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以确保其信效度。

一、样本分布描述性统计

对于 248份样本数据的基本信息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详见表 3-1：

（1）从性别结构来看，男性受访者为 111人，占总人数的 44.758%；女性受访者为 137

人，占 55.242%。由此可见，女性受访者略多于男性。

（2）在年龄结构方面，大多数受访者年龄集中在 6 至 12 岁之间，占 81.452%；大部分

受访者符合研究目标用户的定义，其平均年龄为 11.81岁。

（3）根据在读年级分布情况，三年级频数为 26，占 10.484%；四年级频数为 59，占

23.790%；五年级频数为 24，占 9.677%；六年级频数为 79，占 31.855%。其中，三、

四、五和六年级合计占 188人，总比例达到 75.806%，这表明处于青春期前期的小学中

高年级学生所占比例最高，是研究目标用户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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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家庭成员数量的分析结果显示：三口之家频数 51，占 20.565%；四口之家频

数 92，占 37.097%；五口之家频数 57，占 22.984%；六口之家频数 33，占 13.306%；

七口之家频数 10，占 4.032%；八口之家则有 5人，所占百分比 2.016%。由此可知，以

四口之家的比例最高，为 37.097%，其次是五口与三口之家，分别占 22.984%和 20.565%。

（5）最后，从家庭成员是否从事艺术相关职业的分析结果来看，有 23 位家庭成员从事

艺术工作，其所占百分比为 9.274%，而 225位则未从事相关工作，这一数据说明绝大

多数家庭中并没有成员参与艺术及其相关行业。

表 3-1 人口学特征统计情况

名称 类别 频率 百分比(% )

性别

男 111 44.758%

女 137 55.242%

年龄

6-12 岁 202 81.452%

13-16 岁 14 5.645%

16 岁以上 32 12.903%

年级

1 4 1.613%

2 22 8.871%

3 26 10.484%

4 59 23.790%

5 24 9.677%

6 79 31.855%

7 10 4.032%

8 24 9.677%

家庭成员数量
3 51 20.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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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2 37.097%

5 57 22.984%

6 33 13.306%

7 10 4.032%

8 5 2.016%

家庭成员是否

有从事艺术

是 23 9.274%

否 225 90.725

整体而言，248份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 11.81 岁，符合研究对象的年龄特征。性别

比例适中，以小学四至六年级学生为主，大多数家庭为四口之家，其次是三口之家和五

口之家。绝大多数家庭成员并未从事艺术相关工作，这表明此次数据回收的样本与研究

对象之间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同时数据的代表性也相对良好。

二、问卷的信效度检验与分析

本研究所采用的调研问卷信度分析使用 Cronbach's Alpha来检验问卷数据的内部一

致性。理想情况下，一份量表的总表内部一致性α系数应至少达到 0.8 以上，且其α值越

高，表示信度越强、测量误差越小（吴明隆，2010）。根据表 3-2 中 Cronbach's Alpha

信度系数检测结果显示，受访者对心理幸福感影响的 20 个有效测量项在 5 个潜在变量

中的系数分别为 E=0.759、P=0.749、O=0.758、C=0.769 和 H=0.875，这说明这 5 个潜

在变量均具有良好的信度水平。整体系数值为 0.928，表明这 20 道题目的内部一致性较

佳，并具备相对理想的信度水平；该值越接近 1 则意味着各变量之间的信度更好，同时

内部一致性也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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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可靠性统计 Cronbach's Alpha 值

潜在变量 题目编码 题项数量 Cronbach's Alpha

投入度

（Engagement）

C1
C2
C3
C4

4 0.759

坚持性

（Perseverance）

P1
P2
P3
P4

4 0.794

乐观

（Optimism）

O1
O2
O3
O4

4 0.758

关联性

（Connectedness）

C1
C2
C3
C4

4 0.769

幸福感

（Happiness)

H1
H2
H3
H4

4 0.875

整体可靠性统计 20 0.928

在因子分析之前，首先对问卷进行 Bartlett 球型检验，并测量 KMO

（Kaiser-Meyer-Olkin）值。一般认为，当 KMO 值小于 0.5 时，表示题项变量间不适合

进行因素分析；若所有题项变量的 KMO 指标值大于 0.8，则表明题项变量间的关系良

好（meritorious），适合进行因素分析；而当 KMO 指标超过 0.9 时，则说明题项变量

间的关系极佳（marvelous），非常适合进行因素分析（Spicer，2005）。在达到 0.7 以

上后，利用 SPSS 26.0 对调研问卷中的 20 个题项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表 3-3 中显示

了 KMO 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KMO=0.930，这一评估因子分析适用性的指标大于

0.7，其值应接近 1，以表示样本的适当性。这是一种用于检验观察数据是否符合因子分

析要求的统计方法。总体而言，统计结果显示所使用的数据质量和适用性较高，这些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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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暗示结果可能相对可靠。球形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 2434.734，自由度（df）为 190，

显著性水平(Sig)为 0.000，非常显著，这表明数据集中度良好，各变量独立假设不成立。

同时，球型检验达到了双尾检验显著性的要求，因此所有数据均表明问卷非常适合进行

因子分析。

表 3-3 KMO 和 Bar tlett 的检验

三、测量问卷模型的信效度分析

为了进一步检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中各变量在各结构方程模型中的参数显著性，

以及评估潜在变量测量模型的信效度，本研究采用 AMOS 26.0 对收集到的 248 份样本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验证性因子分析通常需要

较大的样本量，建议样本量至少为测量项（问卷题目）的 5 倍以上，最佳情况下应达到

10 倍以上，一般而言至少需 200 个样本。本研究的样本量符合 CFA 标准。在 CFA 中，

复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和平均方差提取值（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是评估测量模型拟合度和信度的重要指标。当 CR 和 AVE值较高时，表明测量

模型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与信度，同时其解释能力也相对较强。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930

近似卡方 2434.734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自由度 190

显著性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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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CFA 测量模型验证分析

各维度的测量模型检验结果见图 3-1，相关拟合指标及适配情况详见表 3-4。从表

3-4 中可以看出，量表的拟合指标 CMIN/df为 2.52，GFI、IFI、TLI和 CFI的值均大于

0.9，而 RMR和 RMSEA的值则均小于 0.08，这说明该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度，并具备

优越的结构效度，为本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基础，同时也为进一步检验测量模型的聚

合信效度与区分信效度奠定了基础。

表 3-4 测量模型配适度参数

常见的评价模型适配度的参数包括：(1) RMSEA 指数介于 0.05 至 0.08 时，表示模

型具有普通适配度（mediocre fit）；(2) GFI 作为良好适性指标（good-of-fit index），一

般判别标准为 GFI>0.9，此时表明模型路径图与数据之间的适配度良好；(3) 在增值适

配度指标中，常用 NFI（normed fit index）、CFI（comparative fit index）和 IFI（incremental

统计检验量
绝对适配度指数 增值适配度指数 s

CMIN/df GFI RMSEA RMR NFI IFI TLI CFI

适配标注 <3 >0.9 <0.08 <0.08 >0.9 >0.9 >0.9 >0.9
模型参数 2.52 0.907 0.078 0.052 0.848 0.912 0.903 0.925
适配结果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一般 良好 良好 良好

其他参数：N=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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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t index）。当这些指数均大于 0.9 时，表示模型适配良好，而当其值超过 0.95 时，则

说明模型的适配程度相当完美（Hu & Bentler, 1999）。表 3-4 中的结构模型适配度指数

分析结果显示：RMSEA=0.078（小于 0.08），RMR=0.052；GFI=0.907（大于 0.9）；

NFI=0.848（接近于 0.9）；IFI=0.912（大于 0.9）；CFI=0.925（大于 0.9）。分析结果

表明儿童心理幸福感问卷的结构模型具有良好的适配度，即理论假设路径关系与实际测

量数据较为吻合，结构模型的构建及假设相对理想。

聚敛效度 （Convergent Validity）

对测量模型进行进一步分析，分别计算每个变量对应的平均方差提取量（AVE）和

组合信度（CR），详见表 3-5。组合信度（CR）反映了每个潜变量中所有题目是否一

致性地解释该潜变量，其值越高表示构面的内部一致性越强，而 0.7 被视为可接受的门

槛。AVE 用于衡量聚合效度，一般大于 0.5 则表明观测变量能够充分综合解释该潜变量

的变异情况。表 3-6 展示了最终测算结果。从不同维度对量表进行分析后，各维度上的

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在 0.6以上，显示出较高的相关性。此外，五个潜变量的 CR 值均超

过 0.8，这说明各因素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性与判别性，从而使得模型具备良好的

内部一致性。同时，各个潜变量的 AVE值也均大于 0.5，显示出良好的聚合效度。

区分效度 （Discr iminant Validity）

本研究还将继续进行区分效度的检验。如果每个因子的 AVE平方根均大于该因子

与其他因子的相关系数的最大值，则表明区分效度良好。表 3-6 展示了最终的检验结果，

所有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其 AVE平方根，这说明数据具有优良的区分效度。

此外，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任意两个潜变量之间均呈现出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显

然，量表的信效度符合相关标准，这进一步证明了数据样本回收结果稳定可靠，同时问

卷量表内部一致性较高，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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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聚合效度检验结果

标准化因子载荷 AVE 值 CR 值

E1 <--- E 0.711

0.517 0.809E2 <--- E 0.624
E3 <--- E 0.799
E4 <--- E 0.731
P1 <--- P 0.681

0.504 0.803P2 <--- P 0.721
P3 <--- P 0.696
P4 <--- P 0.741
O1 <--- O 0.661

0.540 0.823O2 <--- O 0.786
O3 <--- O 0.793
O4 <--- O 0.689
C1 <--- C 0.654

0.538 0.822C2 <--- C 0.812
C3 <--- C 0.778
C4 <--- C 0.677
H1 <--- H 0.747

0.595 0.854H2 <--- H 0.802
H3 <--- H 0.817
H4 <--- H 0.624

表 3-6 潜在变量相关系数矩阵

潜变量 E 投入度 P 坚持性 O 乐观 C 关联性 H 幸福感

E 投入度 0.719

P 坚持性 0.688** 0.710

O 乐观 0.647** 0.609** 0.735

C 关联性 0.524** 0.622** 0.650** 0.733

H 幸福感 0.547** 0.374** 0.711** 0.657** 0.771

结合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相关输出结果，对测量中潜在变量的效度和信度进行检验。

平均方差提取（AVE）是一种衡量测量工具信度的重要指标，它反映了各项指标对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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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总体变异的解释能力。AVE 的取值范围为 0 到 1，通常认为，当 AVE 大于 0.5 时，

测量工具具有较好的信度。如表 3-6 所示，平均方差提取值大于 0.5 且小于 0.8，这说明

该测量模型具备非常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聚合效度。其中，效度反映的是指标

变量对应潜在变量的实际测量程度，各个维度上的题项因子载荷除个别值外均大于 0.6，

落在可接受范围（0.59-0.95）之间；且不存在负误差方差，这表明该测量模型未发生估

计假设违犯现象（Violation of Estimation Assumptions），整体拟合效果良好。

结合验证性因子分析输出的相关结果，对测量模型中的相关变量进行效度与信度检

验。其中，效度反映的是变量对所测潜在变量的实际测定程度，可分为聚敛效度和区分

效度，而信度则指代测量模型内部的一致性。聚敛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是指同

一变量的多个指标应位于相同潜在因素层面。当这些指标在该因素层面的因素负荷较高

时，其间相关性越强，同质性越显著，从而共同反映出更佳的构建有效性（吴明隆，2013）。

通常使用标准化因素负荷 (>0.5)、平均方差提取（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0.5）、

组合信赖系数 (CR>0.7) 三个指标综合评估。当这三个指标均表现理想时，则表明该測

試模型具有良好的聚敛效力。而区分效力则体现了构建特质与其他特质之间低相关或显

著差异存在之处（吴明隆，2013）。区别效力检验要求，在通过组合信任及聚合角逐后，

其中任何一个变量的 AVE平方根需高于其与其他潜在变量间绝对值相关系数，以此才

能确认潜在变量间具备良好的区分效果。

测量模型内部的一致性通常通过变量的组合信度值（composite reliability, CR）来衡

量，该指标主要用于评估模型中各变量指标之间的一致性程度。组合信度值越高，表明

潜在变量与其对应测量指标之间具有更强的内在关联（吴明隆，2010）。当潜在变量与

指标变量间的路径显著（P<0.05），且标准化路径系数的绝对值大于 0.5，同时组合信

度（CR）超过 0.7 时，则表明该测量模型具备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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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测量模型信效度检验标准

综上所述，笔者汇总了本研究所需的模型信效度、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的检验标准，

详见表 3-7。从检验标准来看，需要基于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对指标变量和标准化因

素负荷进行逐一检验，同时考察潜在变量的组合信度与平均方差提取量，以及变量间的

相关系数。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 3-5 所示，可以看出该测量模型中五个潜在变量的

测量指标标准化因子负荷均大于 0.6，且因子系数均非常显著（p=0.000），这说明测量

模型具备强大的解释能力。此外，这五个潜在变量的组合信度（CR）均超过 0.8，而平

均方差提取量（AVE）则均大于 0.517，这进一步证明了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

性（信度）和聚合效度。同时，从表 3-6 中的数据可知，各潜在变量间相关系数绝对值

明显小于其 AVE平方根值（矩阵中对角线加粗标出的数值），这表明本测量模型具备

良好的区分效度，即各潜在变量特质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检验类别 参考标准

信度 1.标准化因素负荷量>0.7 P<0.05)

2. 组合信度：CR>0.7

聚敛效度
1. 标准化因素负荷量>0.5 P<0.05)

2. 组合信度：CR>0.7

3 平均方差抽取量：AVE>0.5

区别效度
1. 标准化因素负荷量>0.5 P<0.05)

2. 组合信度：CR>0.7

3. 平均方差抽取量：AVE>0.5

4. AVE 平均根值>两潜在变量见的相关系数绝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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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研究结果

本章旨在对 EPOCH问卷的信效度进行检验，目的是为进一步的量化研究提供有力

支持。在获取 248 份有效样本数据后，对样本数据的信效度及问卷结构的信效度分别进

行了实证检验。基于有效回收问卷的数据，我们分析了儿童心理幸福感量表 EPOCH 的

影响因素模型，并得出以下结论：

一、问卷的信效度与应用

回收后的问卷数据信效度（N=248, Cronbach's Alpha=0.928）显示出理想的信度水平。

五个潜在变量分别为 E=0.759、P=0.749、O=0.758、C=0.769 和 H=0.875，各变量均表

现出良好的信度，且内部一致性较高。因此，整体问卷具有很好的信度水平。球形检验

结果显示近似卡方值为 2434.734，自由度（df）为 190，显著性（Sig）为 0.000，非常

显著，这表明所测数据集中程度良好，各变量独立假设不成立，因此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总之，该结论表明样本数据具备优良的信度和效度，为进一步进行结构模型内部验证奠

定基础。

二、问卷结构的信效度

在问卷结构方面，结构模型适配指数分析结果显示：CMIN/df = 2.52；GFI = 0.907；NFI

= 0.848；IFI = 0.912；CFI = 0.925；RMSEA= 0.078；RMR= 0.052。量表拟合指标 GFI、

IFI、TLI及 CFI 均大于 0.9，而 RMR和 RMSEA则小于 0.08，这说明该模型获得了较好

的拟合效果，并具备良好的结构效度，其构建与假设相对理想。此外，五个潜在变量组

合信赖系数（CR）均超过了 0.8，而平均方差提取量（AVE）也都大于了 0.517，这进一

步证明测量模型具有较强的内部一致性与聚合效应。因此，总体而言，该结构模型配适

程度优秀，各相关变量之间正相关且内部一致性高，同时具备非常良好的区分效应，可

作为后续更深入量化研究中的可靠测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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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检验结果，可以明显看出儿童心理幸福感问卷 EPOCH所构建测量模型拟

合效果极佳，并且其测量模型展现出了优异的信任与有效性。数据样本回收稳定可靠，

且问卷内部分布的一致性较高，同时潜在结构亦表现出色。因此，总之，此测量模型不

仅拥有卓越的可信赖性和有效性，更可为未来研究奠定坚实基础。

本章小结

本章旨在对 EPOCH问卷的信效度进行检验，目的是为进一步的量化研究提供有力

支持。在获取 248 份有效样本数据后，我们分别对样本数据的信效度和问卷结构进行了

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样本数据具备良好的信度与效度，适合进一步进行结构模型内部

验证。最终，通过 248 份数据对理论模型因素结构进行验证后发现，该结构模型配适程

度优秀，各相关变量之间呈现出较高的正相关性及内部一致性，同时具备非常良好的区

分效度，这为后续更深入的量化研究奠定了可靠的测量工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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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少儿中国画课程干预效果检验——随机对照实验

在中国大陆，艺术教育研究主要以质性研究为主，量化研究和实验研究相对较少。

本研究旨在通过量化设计与实证方法验证艺术教育对儿童心理幸福感的提升效果。我们

探索了少儿中国画课程对儿童心理幸福感影响的相关性，并假设通过该课程作为干预手

段，是否能够有效提升小学生的心理幸福感。借助此量化研究，我们将探讨国画课与儿

童心理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同时评估美术教育在提升儿童心理幸福感方面的可行性。

第一节 研究设计

本研究将借助量化研究的特点与设计来回答研究问题一：如何通过参加少儿中国画

课程来测量小学生心理幸福感的提升？具体实施方式是怎样的？为此，我们旨在检验国

画课程对儿童积极影响的有效性。研究将采用随机对照的方法招募实验组和对照组，通

过寒暑假营地招募参与中国画少儿艺术课程的实验组，并通过其他校园渠道招募对照组。

实验组将接受不少于 900 分钟的视觉艺术课程作为干预，利用青少年幸福量表 EPOCH

进行前后测，以收集可量化的数据，从而探索这种影响。同时，我们还将探讨心理幸福

感五个要素对儿童所产生的影响。

本研究中的自变量 X 为少儿国画课程，因变量 Y 为心理幸福感。针对我们的研究问

题提出假设：少儿国画课程究竟对儿童心理幸福感提升有多大影响？备选假设（H1）

认为参加少儿国画课程的孩子，其心理幸福感提升显著高于未参加该课程者，而零假设

（H0）则认为少儿中国画课程对此没有任何影响。显然，本研究不接受零假设，因此

需要验证 H1。在此过程中，将通过统计方法测量参与与不参与国画课程的小学生之间

心理幸福感平均差异，以验证这一 H1: μ > μ0 的假设是否成立。

该研究主要关注国画课对于小学生心理幸福感提升作用的重要性。我们将在前后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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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使用 EPOCH幸福量表收集数据并进行分析。基于第三章得出的结论，该量表被证明

是有效且适合本项研究工具，其信效度、内部结构一致性及区分性均表现良好。因此，

它将作为本次实证分析中用于实验组和对照组前后测的重要工具。本章不再重复相关分

析内容。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前后测问卷，整理后的数据将进行详细分析。在描述统计方面，

将涵盖样本数量 N、年龄、性别、正态分布、高相关或低相关、自变量控制 Y、一元线

性回归或二元线性回归等指标。而在数据分析环节，则主要运用相关样本 T 检验，对

两组间干预效果及参照结果进行显著性检验，以及重复方差分析。这些步骤旨在了解两

组之间差异情况，从而描绘出其提升水平。

干预课程设计

为了精准而系统地操作自变量，实验组将接受超过 900 分钟的少儿国画课程作为干

预措施。该课程涵盖四个主要部分：审美体验、自主探究、自由创新和表达分享。详见

图 4-1，展示了实验组的干预课程教学计划。

表 4-1 干预课程教学计划

课程模块 序号 主题 时长

积极心理学 1 表达解析情绪 60 分钟

视觉艺术课程

2 独特审美体验 120 分钟

3 自主探究能力 300 分钟

4 自由创新能力 300 分钟

5 分享表达自我 12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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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不少于 900 分钟的学习，在中国内地，公立学校每周一节美术课的时长为 45

分钟，因此 900 分钟的课程时长恰好相当于一个学期 20 周的美术课总时数。在课程设

计上，我们主要借鉴了 2017 年清华大学彭凯平教授及其团队对 173 名中学生进行的一

项为期一学期的积极心理学实证研究。

实验组中的少儿国画课程体系针对 8-12 岁儿童，内容包括水墨花鸟、山水、水墨

人物和工笔画等。教学目标涵盖国画理论与审美理解、书画技巧学习，以及中国传统诗

词文化与品格修养的内化。参与者将参加为期 5 个半天的暑假课程，每天 3 小时，总课

时不少于 900 分钟。该课程由深圳借山画馆创办人齐驸博士创建，并基于其 8 年的教学

实践，于 2019 年获得中国国家版权局授予的课程专利，目前已形成较为成熟且系统化

的小儿国画教学标准体系。详细的课程介绍和展示将在下一章研究三中进行深入分析。

第二节 研究对象

本研究计划招募 100 名研究对象，目标群体为 9-12 岁小学中高年级的学生，这些

学生需具备正常智力、清晰表达能力以及良好的身心健康。实验组和对照组各由 50 名

学生组成，其中实验组包括参加中国画少儿课程暑期班的 50 名学生，而对照组则由未

接受任何校外美术培训的同龄小学生构成。考虑到可行性与资源限制，本研究采用随机

对照试验（RCT）设计，参与者来自广东深圳某小学及国画培训机构。本研究旨在探讨

通过少儿国画课程是否能够改善或提升儿童的幸福感。因此，EPOCH量表的总体得分

及其各项指标被视为主要结果。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收集工具 EPOCH 调查问卷已在第

三章中介绍，详细信息请参见第二章第一节第三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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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数据收据流程设计

第三节 数据收集与分析

本研究需要招募小学四年级至六年级（9-12 岁）的参与者。在中国大陆，小学生的

问卷调查必须经过学校和教育局的审批，流程繁碎且可行性较低。因此本研究的招募工

作是通过小学教师与国画机构共同协作完成的。最终，共有 112 名参与者完成了问卷调

查。由于该研究涉及未成年人，为了遵循严格的伦理标准，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开始之前

必须获得家长及孩子的知情同意，并通过纸质版研究同意书进行邀请。这些参与者随后

被随机分配到实验组或对照组。

在招募后，实验组中的 50 名参与者将接受为期 5 个半天、共计 900 分钟的国画课

程作为干预，并在课程前后进行 EPOCH 问卷测量；而对照组则将在一个学期后进行相

应测量。为了确保数据有效收集，研究者与助理将亲自参与整个数据收集过程，该项工

作预计在半年内完成。本研究的数据收集流程详见图 4-1。最终回收 87 份有效数据，样

本有效率达到 87%。受试者参与情况及保留率如图 4-2 所示。



５６

图 4-2 受测者留存率图

一、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回收了 87份样本数据，并对受访者的基本信息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结

果详见表 4-2。具体而言：（1）从性别结构来看，共有 45名男性受访者（51.7%）和

42名女性受访者（48.3%）。在对照组中，男性受访者 19人（45.2%），女性受访者

23人（54.8%），显示出女性用户略多于男性用户；而实验组则有26名男性受访者（57.8%）

与 19名女性用户（42.2%），此处男性用户稍多于女性用户，总体上，男女比例在合理

可接受范围内。（2）从年龄结构来看，参与者均为 8 至 13 岁的儿童青少年群体，其中

13岁（39.1%）和 11岁（32.2%）所占人数最多。在对照组中，以 11岁（40.5%）和

13岁（26.2%）为主，而实验组则以 13岁（51.1%) 为最多，其次是 9岁与 11岁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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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数相等，各占 24.4%。这说明符合本研究对象的目标人群，即正处于即将进入青春

期及前青春期阶段的儿童。（3）从 EPOCH测量数据分值来看，实验组总分为 3.809，

高于对照组的 3.358。从各项指标比较中可以看出：E (Engagement 参与度) 的平均数实

验组为 3.278，略高于对照组的 2.929；P (Perseverance 坚持) 平均数实验组为 4.072，

高于对照组的 3.883；O (Optimism 乐观) 平均数为 3.900，也略高于对照组的 3.524；C

(Connectedness 联结) 平均数实验组 3.542，高过对照组 3.230；H (Happiness 幸福感) 的

平均数同样显示出实验组选手优越，为 3.658。这些结果表明 EPOCH总分及各因素平

均值均有所提升，为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奠定了基础。

表 4-2 样本数据描述性统计

变量 总体（N=87） 对照组（N=42） 实验组（N45）

性别，N（%）

男 45（51.7） 19（45.2） 26（57.8%）

女 42（48.3） 23（54.8） 19（42.2%）

年龄（8-13）

8 3 （3.4） 3（7.1） 0（0）

9 14（16.1） 3（7.1） 11（24.4）

11 28（32.2） 17（40.5） 11（24.4）

12 8（9.2） 8（19） 0（0）

13 34（39.1） 11（26.2） 23（51.1）

EPOCH 总分 3.591 3.358 3.809

Engagement 参与度 3.109 2.929 3.278

Perservance 坚持 3.933 3.783 4.072

Opotisim 乐观 3.718 3.524 3.900

Connectedness 联结 3.391 3.230 3.542

Happiness 幸福感 3.734 3.658 3.804

综上所述，87 位受试者的年龄和性别比例符合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这表明本研

究的样本数据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此外，通过对 EPOCH平均数进行基础的数据分析，

我们发现实验组在前后测中的平均数显著高于对照组，因此这些数据适合进一步进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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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重复方差分析、旋转成分矩阵及显著性分析等多种统计方法。

数据显示 EPOCH及其五个因子的总平均数、标准差和范围（见表 4-3）：EPOCH

得分介于 2.45至 4.5之间，平均值为 3.591，标准差为 0.391。在五个因子中，P 因子的

平均数最高，达到了 3.933，而 E 因子的平均数最低，仅为 3.109。C 因子的标准差最大，

为 0.648，这说明在五个因子中，其波动幅度最大；而 P因子的标准差最小，仅为 0.448，

表明其得分更高且更加稳定。

表 4-3 EPOCH 因子各组描述统计

组别 变量 个案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对照组

EPOCH 42 3.358 0.374 2.45 3.98

E 42 2.929 0.481 2 3.75

P 42 3.783 0.472 3 4.88

O 42 3.524 0.588 2.25 4.38

C 42 3.230 0.603 2.02 4

H 42 3.658 0.316 2.84 4.17

实验组

EPOCH 45 3.809 0.260 3.28 4.5

E 45 3.278 0.400 2.5 4

P 45 4.072 0.378 3 4.88

O 45 3.900 0.329 3 4.5

C 45 3.542 0.659 2.13 4.73

H 45 3.804 0.290 2.84 4.36

总分

EPOCH 87 3.591 0.391 2.45 4.5

E 87 3.109 0.472 2 4

P 87 3.933 0.448 3 4.88

O 87 3.718 0.506 2.25 4.5

C 87 3.391 0.648 2.02 4.73

H 87 3.734 0.310 2.84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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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根据对照组和实验组的 EPOCH 及五个因子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平均值显示

实验组在总体 EPOCH以及各个维度上的表现均略高于对照组。为了深入研究两组之间

的具体差异，我们将继续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方法进行探讨。

对照组 EPOCH前测的平均数为 3.220，而实验组前测的平均数为 3.272。对照组后

测的 EPOCH平均数为 3.629，实验组则达到了 4.166。从数据上看，前测阶段中，对照

班与实验组的平均数相差不大，几乎处于同一水平；然而，在后测阶段，无论是对照班

还是实验组均有显著提升，其中实验组的提升更为明显。

图 4-3 前后测对照平均数柱状图

从柱状图 4-3 中可以看出，两个组的后测数据相较于前测数据均有显著提升，其中

实验组 EPOCH的提升幅度明显高于对照组。为进一步验证数据的效度，我们将通过重

复测量方差分析进行深入对比。

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为了对本研究中实验组和对照组前后测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我们来进行重复测量方

差分数据分析（见表 4-4），数据分别呈现了对照组和实验组前测 EPOCH 及相关要素

的得分以及后测的 EPOCH得分和相关要素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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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重复测量方差

时间 变量
Group1 N=42 Group 2 N=45

P value 平均值 S.D P value 平均值 S.D

对照组

Epoch 0 3.2222 0.4702 0 3.2722 0.3167

Engagement 0 2.8095 0.6387 0 2.9167 0.5249

Perservance 0 3.7619 0.6523 0 3.7389 0.6328

Opotisim 0 3.1845 0.5686 0 3.2722 0.519

connectedness 0 3.119 0.7392 0 3.2778 0.8498

Happiness 0 3.2262 0.5993 0 3.1556 0.5579

实验组

Epoch 0 3.2722 0.3167 0 4.1663 0.3344
Engagement 0.23 3.0476 0.6592 0.23 3.6389 0.7843

Perservance 0.02 3.8036 0.7061 0.02 4.4056 0.4864

Opotisim 0.05 3.8631 1.0109 0.05 4.5278 0.4238

connectedness 0.03 3.3401 0.5135 0.03 3.8063 0.5329

Happiness 0.001 4.0902 0.1492 0.001 4.4531 0.1857

从对照组和实验组的前测E得分及后测E得分来看，对照组前测的平均数为2.8095，

而实验组前测的平均数为 2.9167。对照组后测的平均数为 3.0476，实验组则达到了

3.6389。E 因子的显著性水平为 0.000，E 与组别交互项的显著性水平为 0.023，均小于

0.05，这表明后测数据相较于前测数据有显著提升，其中实验组的提升幅度明显高于对

照组。在 P因子的分析中，对照组前测平均数为 3.7619，实验组则略低，为 3.7389；而

在后测中，对照组达到 3.8036，实验组选手则上升至 4.4056。在 O 因子方面，对照组

合计前测试得分为 3.1845，而实验组合计则稍高，为 3.2722；在后测试阶段，对照组合

计获得了 3.8631，而实验组合计更是达到了 4.5278。从数据来看，两班级在前测试中的

差异不大，但无论是在后测试中还是其他指标上，两者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提升。对于

C因子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对照组三个因素中的C值，在前测试时其平均数为3.1190，

而实验组三个因素中的 C 值稍高，为 3.2778；而在后测试阶段，则分别提高到对照組

为 3.3401 和实验组为 3.8063。同样地，从数据上看，两班级之间在前测试的数据差异

并不明显，但两者都展现出了可观的进步。最后，在 H 因子的比较中，对照组六个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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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中的 H 值，其前測数据对照组为 3.2262，而实验组则为 3.1556；后测阶段对于对应

数据显示出來的分别是: 4.0920和 4.4531。从整体数据显示，无论是哪个维度或指标，

各参与者均呈现出良好的改善趋势。

总体而言，EPOCH 的显著性水平达到 0 .000，与之相关联的交互项也同样显示出

极具意义的数据（p=0 .000），这进一步验证了本研究所观察到的重要结论，即相较于

初始状态后的各项评分都有着显著性的提升，并且特别是以实证研究支持下，该效果在

实验组选手身上尤为突出。此外，对于 E 因子、 P因子等其他相关要素，其显著性水

准亦保持一致，如 E 显著性水准同样达到 0 .000，与其交互项也显示出了重要影响（p

= 0 .002）。

O 因子的显著性水平为 0.000，O 与组别交互项的显著性则为 0.005，均小于 0.05，

这表明后测数据相较于前测数据有显著提升，其中实验组的提升幅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C 因子的显著性同样为 0.000，而 C与组别交互项的显著性达到 0.003，同样低于 0.05，

这进一步说明后测数据相比前测数据有着显著性的提高，并且实验组的提升幅度亦明显

优于对照组。H 因子的显著性也为 0.000，其与组别交互项的显著性更是达到了 0.001，

全部数值均小于 0.05，再次印证了后测数据相较前测的数据存在着明显提升，同时实验

组在这一指标上的进步幅度尤为突出。

根据本研究的干预效果分析，实验组在心理幸福感方面相较于对照组实现了显著提

升。这一结果表明，通过特定的干预措施，参与者的心理状态得到了有效改善。值得注

意的是，在性别差异方面，男性参与者表现出的提升略为显著，这可能与不同性别在情

绪表达和应对策略上的差异有关。

从对照组与实验组各项指标的提升情况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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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EPOCH 显著性集合图

E（Engagement 参与度）的平均数显示出实验组为 3.278，相较于对照组 2.929有

明显提高。在前测阶段，对照组 E 因子的平均数为 2.8095，而实验组则稍高，为 2.9167；

后测中，对照组 E 因子达到 3.0476，而实验组选手则上升至 3.6389。根据统计分析，E

因子的显著性水平为 0.000，与其交互项的显著性水平也达到了 0.023，两者均小于 0.05。

这些数据说明后测数据相比前测数据存在着显著性的提升，并且进一步验证了参与度对

于儿童积极心态的重要正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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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erseverance 坚持）作为五个因素中标准差最小、波动幅度最小的因素，其稳

定性尤为突出。在显著性检验中，P因子的显著性值同样达到 0.000，与其交互项的显

著性值为 0.002，这两者均低于 0.05。因此，可以认为坚持这一品质对于儿童积极心态

的发展具有重要而明显的促进作用。此外，该因子在所有五个因素中的排名仅次于 H，

因此可以推断出坚持是影响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要变量之一。

O（Optimism 乐观）因子的平均数为 3.900，高于对照组所记录到的 3.524，其标

准差平均值则是 0 .506，仅次于 C 因子，是第二大波动范围。O 因子的显著性水平同样

达到了 0 .000，与其交互项也显示出了重要意义（p= 0 .005），这表明乐观情绪能够有

效地促进儿童积极心态的发展，从而增强他们面对挑战时所需具备的一种内在动力。

C（Connectedness 联结）这一维度上，实验组选手以 3 .542高过对照组合计得分

3 .230，同时该维度标准差平均值达到最大，为 0 .648，反映出此类联结感受的不确定

程度更高。C 的显著性同样保持在极低水准，即 p = 0 .000 ，并且与交互项相关的数

据亦呈现出 p = 0 .003。这些结果再次强调了连接感对于儿童积极心态发展的关键作用，

它不仅能帮助孩子们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还能增强他们归属感和安全感。

最后，在 H（Happiness 幸福感）的评估中，实验组选手获得了更高评分，其平均

数达到了 3 .804，相比之下，对照组合计仅有 3 .658 。H 因子的整体表现及其统计学

意义非常明确：H 的显著性为 p =0.000, 与交互项的显著性同样达到 p =0.001 ，这意

味着主观幸福感确实会随着时间和环境变化而有所调整，并且这种调整过程中的正向反

馈机制将进一步推动儿童积极心态的发展。因此，本研究提供了一系列证据支持上述观

点，即通过适当的方法可以有效提高儿童群体中的各种心理素质，从而促进他们全面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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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研究结果

本章的研究结论为中国画课程对儿童心理幸福感提升提供了中国大陆的第一个实证

支持。尽管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研究仍然在多个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值得进一

步探讨和分析。

首先，EPOCH这一测量青少年幸福感的工具在本次研究中再次得到了验证。这一

工具不仅适用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青少年群体，还能有效捕捉到他们在情绪、参与度及

社会联结等方面的变化。此外，该问卷在信效度和内部一致性以及收敛结构有效性方面

也得到了充分验证。在教育情境中，这表明该问卷能够稳定地反映出儿童心理幸福感，

并且其五个因素之间相互关联、稳定、连贯且不重复，使其成为一个既实用又具有研究

价值的重要测量工具。因此，可以认为该问卷同样适合于中国青少年的使用，并可继续

进行推广，以便更广泛地应用于相关领域。

其次，通过本研究，我们证实了少儿中国画课程对于儿童心理幸福感提升的重要作

用。实验组显著提升的数据结果验证了假设的正确性，为艺术教育与积极心理学跨学科

结合提供了有力支持。这项研究不仅论证了美术教育对儿童积极心态发展的帮助，同时

也指出，关于儿童积极教育可以通过美术教育来开展，从而为积极教育提供多种教学手

段。这一发现可能会激励更多学校和机构将艺术融入日常教学，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最后，在影响儿童心理幸福感相关五个要素的数据分析中，我们观察到这些要素总

体上均与心理幸福感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其中，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在中国少儿国画干

预效果中的排序为：H（0.001）> P（0.002）> C（0.003）> O（0.005）> E（0.023）。

这意味着虽然这五个要素都对提高心理幸福感起着重要作用，但它们所产生影响的程度

却有所不同。例如，个人主观上的快乐体验被认为是影响整体幸福感最强烈的因素，其

次是坚持、与他人的联结、乐观态度以及积极参与活动等其他维度。为了深入理解这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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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因素之间排序原因及其相互关系，我们将在下一章进行质性研究，以探索其中潜藏的

一系列复杂机制和深层次原因，从而为未来相关领域的发展奠定理论基础并提出实践建

议。

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随机对照组实验收集了 87 份有效数据，其中实验组为 45 名参与者，对照

组为 42 名参与者。研究采用多种统计分析方法，包括 t检验、重复方差分析、平均数

柱状图、旋转成分矩阵及显著性分析等，以评估干预效果的统计显著性。这些方法能够

全面反映出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并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

根据以上数据分析结果，发现实验组在儿童心理幸福感方面的提升相较于对照组更

为显著。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画课程对于儿童积极心理状态的提升确实具有一定

帮助。本研究所收集的数据有力地验证了笔者最初提出的假设，即艺术教育可以促进儿

童心理健康的发展。

在五个相关要素中，尽管所有因素均显示出一定幅度的显著提升，但它们之间仍存

在差异。根据本研究数据显示，各要素在提升幅度上的显著性差异如下：Happiness（幸

福感）的提升最为明显，而 Engagement（参与度）的提升则相对不那么显著。这表明，

主观幸福感是影响整体心理状态的重要因素，其次，坚持学习国画也被证明能有效促进

积极情绪的发展。此外，与他人的联结同样对积极情绪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乐观态度和

主动参与活动则分别以正面作用进一步增强儿童的情绪体验。

关于这五个因素与积极情绪相关性的具体原因，将在下一章通过问卷访谈等质性研

究进行深入探讨。在这一部分，我们将随机抽取一些受访者和教师，以获取他们对于中

国画课程体验的主观描述与理解。这一过程旨在让我们更加聚焦于研究对象，从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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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儿童对于中国画课程真实感受和体验是什么样子的。同时，也希望探索这种心理幸

福感的提升如何进一步助益于儿童个人成长，例如，在社交能力、自我认知以及创造力

等方面可能带来的潜在好处。

因此，第五章将作为继续探索的重要环节，通过质性研究的方法，为量化数据提供

补充视角，使我们的结论更加全面且具备深刻内涵。这样的综合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现

有文献，还能为未来相关领域实践提供指导建议，从而推动艺术教育与心理健康结合的

新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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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少儿中国画课程的儿童参与体验与优化措施——质性研究

本研究旨在回答研究问题二：这些积极的提升对个体发展和未来成长将产生哪些影

响？通过随机对照组实验，结果显示参与少儿中国画课程的实验组在心理幸福感方面显

著提升。本章作为量化研究的补充，旨在深化我们对量化数据的理解。该部分采用质性

研究方法进行。

本研究将从学习中国画的小学生视角以及授课教师评价出发，综合分析他们在绘制

国画过程中的个人体验与感受。以有限的篇幅集中展现少儿中国画课程的实施情况，并

探讨处于青春期前期的小学生如何看待其学习国画的经历，从而探索这一过程中心理幸

福感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这有助于深入了解小学生群体独特的学习经验与情感体验，

以及这些因素对个人和心理发展的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为少儿中国画教学提供更多

支持与探讨。

第一节 研究设计

在研究二的数据结论中，实验组的心理幸福感相较于对照组有显著提升。以往的研

究对此领域了解甚少。本次访谈问题设计围绕五个积极情绪元素展开：E（Engagement

参与度）、P（Perseverance 坚持）、O（Optimism 乐观）、C（Connectedness 联结）

和 H（Happiness 幸福感）。基于干预课程计划框架，访谈问卷内容涵盖表达与解析情

绪、独特审美体验及自我表达分享等基本主题。具体问题清单见表 5-1，其中学生问题

清单中的 1.1 至 5.1 采用 5 点 Likert 量表形式进行调研，分值标签分别为：1 表示不同

意；2 表示不太同意；3 表示一般；4 表示比较同意；5 表示完全同意。此外，问题 1.2

至 5.2 要求受访者针对自身评分进行解释，以促使他们关注个人感受，并描述其心理幸

福感与绘制中国画之间的关联。这将深入帮助我们理解研究对象在这些方面的个人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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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授课国画教师也直接影响了研究者对儿童情绪的解读。因此，本研究还

将对授课教师进行访谈，以了解她们对于孩子情绪、中华审美影响及自主创作等方面的

看法。教师访谈的问题设置与学生访谈主题一致，但进行了适当调整，以便更全面地了

解实验组教学环境、场景以及教师主观体验。

表 5-1 访谈问题清单

数据收集将通过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一、根据自愿原则随机抽取 18 位实验组的小

学生进行一对一半结构式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并录音以作为本研究的重

要资料来源，同时对其授课教师进行补充访谈（见表 5-1）；二、实地观察课程中的教

学特点；三、收集少儿国画课程的教学大纲及教学反馈评价表，这部分文本将由参与研

究的机构——深圳借山画馆提供。

本本研究将采用解释型现象学（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IPA）理论

进行数据解析与讨论。IPA 是一种定性分析方法，旨在探讨个体如何构建对其主要生活

经历的理解。该方法起源于心理学，并在这一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同时也逐渐被人类、

社会及健康科学等相关学科所采纳（Smith, Larkin & Flowers, 2009）。IPA 关注日常生

特点 学生问题请单 教师问题清单

参与度 1.1 喜欢国画程度评分 1.1 国画多长时间？是怎么喜欢国画的？

1.2 喜欢国画程度以及原因 1.2 是如何给孩子引导喜欢国画呢？

坚持 2.1 进步评分 2.1 觉得孩子们进步大嘛？

2.2 对进步程度的评价和理由 2.2 如何鼓励和肯定孩子们的进步的？

幸福感 3.1 画国画心情评分 3.1 觉得孩子们画画的时候专注享受嘛？

3.2 画国画的心情具体描述 3.2 描述一下课堂气氛是怎么样的？

联结 4.1 国画审美评分 4.1 国画的审美您觉得对孩子影响？

4.2 侧重喜欢的国画主题 4.2 您觉得哪些主题是受欢迎的？

乐观 5.1 自我创作评分 5.1 孩子们自我创作环节满意嘛？

5.2 自我创作描述介绍 5.2 自我创作环节是如何设计和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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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经验的细致和系统反思，强调个体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中的具身体验

（embodied）、认知、情感及存在主义层面的问题（Smith et al., 2009）。

表 5-2 质性研究资料清单

选择样本时，解释现象学分析主要具有目的性和同质性小样本两个特点（潘威，

2010）。如果研究仅聚焦于特定群体对某一现象的经验，并希望通过较小规模且高同质

性的样本实现研究目标，则 IPA 可能是更为合适的方法(Braun & Clarke, 2006)。因此，

本研究认为采用 IPA 作为质性分析方法最为恰当。从学习中国画的小学生视角出发，

我们将分析并描述研究对象的主观感受与体验，共同探讨他们在中国画学习过程中的情

绪状态、创作专注度以及国画题材等学习经历。

随着大量 IPA 研究的出现，其质量日益受到关注。由于不同质性方法所基于的认

识论和方法论存在差异，在研究目标和过程方面可能会显著不同(Willig & Rogers, 2017)。

鉴于此，Smith (2011) 为 IPA 研究开发了一份质量评价指南。在该指南中，一项“合格”

（acceptable）的 IPA 研究需满足以下四个标准：明确表明遵循了 IPA 的三个理论原则

（现象学、诠释学和特则取向），确保研究过程清晰透明且条理分明，每个主题都有充

分证据支持。一项“优秀”（good）的 IPA 研究不仅需要符合上述四个标准，还应满

足以下三个条件：文章中心突出、分析深入，资料翔实且解释具有说服力，同时引人入

资料类型 对象 项目资料

访谈对话
8-12 岁儿童 访谈录音转为文本

授课国画老师 访谈录音转文本

实地观察
8-12 岁儿童 教学观察

授课国画老师 教学活动行为分析

文本分析 少儿国画课程 课程大纲、教学主题与内容

8 至于 12 岁 国画课程评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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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并发人深省（侯力琪、唐信峰、何丽与贾晓明, 2019）。

为了确保本研究达到上述四项标准及三项条件，我们将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以提升

其质量与可信度。首先，在明确遵循 IPA 三个理论原则方面，本研究将详细阐述现象

学、诠释学和特则取向如何贯穿于数据收集与分析过程中。我们将在文献综述中回顾相

关理论，并结合实际案例说明这些原则如何指导访谈设计、样本选择以及数据解析，从

而确保扎实的理论基础。其次，为保证流程清晰透明，我们将系统化记录每一个步骤，

包括参与者招募、访谈实施及数据分析等环节。这些信息将在方法部分详尽描述，并附

上相应流程图或表格，以便读者直观理解整个过程。此外，所有的数据处理与分析结果

都将公开，以供其他学者验证。第三，在条理清晰且言之成理方面，本研究将在撰写过

程中注重逻辑结构，通过合理分段和小标题使内容层次分明。同时，将使用简洁明了语

言表达复杂概念，以增强论文整体可读性。最后，为支持每个主题都有充分证据，我们

将在数据分析时引用丰富多元的信息来源，包括受访者直接引语、观察记录以及相关文

献资料。这种多元化的数据支撑有助于提高结论可靠性，为各主题提供坚实依据。

在满足“优秀”标准方面，本研究将突出文章中心，通过深入剖析关键问题并提出

新见解，使整篇论文具备较高的学术价值。同时，将确保所用资料翔实且解释具有说服

力，通过对比不同观点，引导读者思考并激发进一步讨论。此外，还努力使文章引人入

胜，不仅关注科学严谨，也兼顾阅读体验，让更多人愿意参与到这一领域的话题中来。

通过以上措施，本研宄旨在全面达成既定标准与条件，从而为儿童心理幸福感提升领域

贡献有意义的新发现。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实验组的受访者，年龄范围在 9 至 12 岁之间，这一阶段正处

于儿童青春期前期。参与者将通过对实验组进行随机抽取而确定，以确保样本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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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多样性。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将采用一对一访谈的方法，以深入了解这些儿童在学习

国画过程中的主观体验与感受。

为了全面理解国画授课对学生心理幸福感的影响，本研究还将在访谈之前，对国画

授课的整个过程进行实地观察。这包括课堂教学内容、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以及学

生在创作过程中的表现等方面。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获得更直观的数据支持，为后续分

析提供背景信息。

此外，针对参与授课的国画老师，也将进行一些补充访谈。这些访谈旨在探讨教师

对于课程实施效果、学生情绪变化及其艺术创作能力提升等方面的看法。教师作为教育

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其观点能够为我们提供关于教学方法有效性的深刻见解，并帮助我

们更好地理解儿童学习中国画时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综上所述，通过对实验组受访者的一对一访谈、课堂实地观察以及教师补充访谈，

本研究力求从多个维度获取丰富的数据，从而全面评估少儿中国画课程对儿童心理幸福

感提升的重要作用。

第二节 数据收集

数据分析的第一步是将研究对象和国画教师的录音材料转化为文本资料，以便为后

续的数据分析做好准备；第二步是在对文本资料有基本理解后，使用 Nvivo 14.0 软件对

已有数据进行编码，包括分配代码标签和主题，并将相同代码进行分组以去除重复部分；

最后，收集并整理国画教学目标及课程文本，同时结合实地考察所收集的数据进行综合

分析。期望通过数据收集与分析，展现干预后小学生积极特性、主观感受的增强、心理

状态的变化，以及关于少儿中国画课程对儿童积极心理影响的深入讨论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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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对象访谈

1、学生访谈

针对参与实验组国画课程的小学生开展随机一对一访谈。访谈流程依据问题设置，

首先对每个问题进行评分，然后提供各自理由与解释，每位受访者平均访谈时间为 5

至 10 分钟。本次共采访了 18 名小学生，其中男生 8 位，占 44%；女生 10 位，占 55%。

在这些受访者中，有 5 位学习时间在一年或以上，7 位学习 3 至 5 年，而 6 位则超过 5

年（见表 5-3）。上述半结构式样的问题使得受访者能够自主解读中国画课程对于他们

的意义和影响。

表 5-3 受访者数据统计

编号 性别 年龄 学国画时长 Q1 Q2 Q3 Q4 Q5

A 女 10 1 年多 4 4 5 5 5

B 男 9 5 年 4 3 4 4 5

C 男 12 6 年 5 5 5 5 5

D 男 9 7 年 5 4 5 5 5

E 女 12 7 年多 4 4 4 4 5

F 男 11 2 年半 5 3 5 5 5

G 女 10 1 年多 4 4 4 4 5

H 女 10 1 年多 5 4 4 4 5

I 男 9 2 年多 4 3 4 4 5

J 女 11 5 年多 4 4 4 4 4

K 男 13 4 年 5 4 5 5 5

L 女 10 4 年多 4 4 4 3 4

M 男 10 3 年 5 3 5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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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男 11 1 年 5 5 5 4 5

O 女 10 1 年半 5 2 3 3 4

P 女 10 5 年 5 5 5 4 5

Q 女 11 8 年 5 3 4 5 5

R 女 12 7 年 5 5 5 5 5

关于访谈问题 1.1-5.1 的平均分，详见表 5-4。根据 18 位受访者对五个问题的评分

结果显示，在中国画课程中，他们最喜欢且最满意的环节是自我创作部分。在半开放式

访谈中，受访者们对自己的创作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毫无保留地分享各自独特的创意，

每位学生在国画教学中都追求独特的自我创作体验。

表 5-4 访谈问题平均分

问题 1.1 喜爱国画 2.1 个人进步 3.1 画画心情 4.1 国画审美 5.1 自我创作

平均分 4.6 3.83 4.44 4.22 4.832

针对喜爱国画这一绘画类型的受访者，他们在总分和平均分排名中位列第二，表明

这 18 位受访者对国画有着深厚的热情。从学习国画的时间长度来看，学习时间越长的

儿童给予的喜爱程度评分也相应较高，这反映出持续学习国画能够积极影响他们对该艺

术形式的偏好。关于绘制国画时心情评价的数据得分相当高，尽管与前两个问题相比略

低，但几乎所有孩子均给出了较高评分。因此，我们更有理由相信研究数据所体现出的

心理幸福感提升真实地反映了孩子们内心感受。

总体而言，在审美方面，孩子们对国画审美的评分依然稳定且较高。尽管受访者偏

好的题材各不相同，有人喜欢山水，有人倾向于漫画，但通过访谈发现，“齐白石老师

教授鱼虾主题”是最受欢迎的一项内容。这一现象颇具趣味，因为借山画馆是齐白石曾

孙女齐驸博士创办的小儿国画馆，她在授课时亲自传授白石老人鱼虾主题。一些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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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特别喜欢齐老师教授鱼虾主题时所展现出的趣味性。这说明教育机构及其背后故事

直接影响着孩子们对于特定主题作品内容上的偏好与喜爱程度。

个人进步平均分低于 4 分，是导致整体评分偏低的重要原因之一。笔者认为这与传

统文化中谦虚观念有关，大部分孩子未能给自己打出高分，其中一个原因是希望保留更

多进步空间。在问题二中，对于自身进步的评价显得相对保守；然而，在问题五中，同

样涉及自我评价，由于侧重介绍自己的创作经历并参与度极高，因此描述更加详尽清晰。

这进一步强调了参与的重要性：只有增加参与才能获得更多认同感和积极性。

此外，在开放式问题上，不同受访者也提供了主观性的评价和解释。笔者对此进行

了整理：

问题 1.2：喜爱国画的程度与原因

对于国画的喜爱程度，受访者的平均评分为 4.6分。关于喜欢绘制国画的原因，A、

H、L 和 O 等同学使用了“非常”或“特别喜欢”等词汇进行描述；D 和 E 同学则表示

这纯粹是出于个人兴趣，能够表达自己所爱的事物。C 同学提到：“提升了艺术审美，

掌握了许多绘画技巧，对艺术愈发感兴趣”，因此对国画产生偏好，这是一种结果导向

的态度。R 同学指出，因为热爱，所以坚持学习七年之久。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

因热爱而坚持，由于收获而持续，以及因为能做自己而不断努力。然而，N 和 O 两位

同学分别学习了一年和一年半，她们虽然也表示很喜欢，但同时抱怨过程较难，上课时

间过长且有些疲惫。这表明，坚持与喜好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相关性。

问题 2.2：对自身进步的评价及理由

对于自身在国画方面的进步，受访者平均评分为 3.83分，大部分学生认为自己的

进步尚可，并需继续努力提升。这一现象可能反映出亚洲文化中普遍存在谦虚表述的问

题。L、M 和 N 三位同学直面这一问题，自信地表示自己的绘画技术有所提高；P 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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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提到自从学习国画后，其毛笔书写能力优于硬笔。而 R 同学觉得自己在成长，不仅

限于山水与人物，还有更多题材可以探索。此外，有六位学生因不同原因未进一步说明

其理由。

问题 3.2：绘制国画时心情指数及描述

在绘制国画时心情指数方面，受访者给出的平均评分为 4.44分，大多数学生对此给

予了高分，并开始分享各自有趣的个人感受。有一名 O 同学（学习时间超过一年）表

示其心情相对平稳，有时专注，有时走神。在关于创作过程中心情的一些描述中，“开

心”和“放松”出现频率均达五次，“愉悦”被提及四次，而“平静”出现两次。“解

压”、“好玩”、“有趣”、“平稳”、“爽”、“全神贯注”、“沉浸”和“愉快”

等词汇各出现一次。参与者在访谈中表现出浓厚兴趣，并认真诠释自己的创作体验。例

如，A 和 B 两位同学都强调了专注的重要性，其中 A 说：“全神贯注，让我感觉时间

变慢”；B 则形容道：“放松、专注，很平静且快乐”。Q 同样表达类似观点称：“整

个人沉浸其中”。

问题 4.2: 国画审美评分与偏好

对于国画审美喜好的评分为 4.22分，各受访者偏好的主题不尽相同，包括鱼虾、水

族等主题，其中齐白石教授的虾尤为受到欢迎。同时，小昆虫如蜻蜓、蝴蝶也颇具人气。

此外，中国风动漫角色亦受到青睐，一些受访者特别提到了他们对淡雅配色以及衣服设

计与头饰造型的欣赏。有些孩子还表示，他们对山水题材充满兴趣，因为其简单、有趣

且轻松。

问题 5.2: 享受自我创作与介绍

针对自我创作满意度指标，其平均值达到 4.832分，为所有项目中的最高得分，这

既在意料之中，又合乎逻辑。享受创作过程无疑是每个热爱国画的人士共同追求，但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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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对自身作品满意度却千差万别。一些参与者以较抽象方式阐述，如表达自己所爱的

事物、最近完成的人物作品，以及倾向创造而非临摹等。他们中的大多数清晰地介绍了

最钟爱的作品，例如：“我的虾技艺显著提高”，“独立创作的小蟑螂栩栩如生”，“鲶

鱼描绘尤其认真”，“虾与鲑鱼极具传神效果”，“蜻蜓和飞蛾表现优秀”，“动漫主

题怪盗基带来了丰硕成果”，“熊猫舞狮让我倍感成就”，以及“一幅《湖心亭看雪》

展现出了良好的设计感”。还有一些参与者详细描述了作品细节，比如“小舞”的服装

改为了长裙并取得不错效果；另有参赛选手略带骄傲地说道：“柯南主题真相只有一个。”

部分受访者作品展示见图 5-1 至 5-3。

图 5-1 虫草主题作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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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水族主题作品展示

关于 18 位受访者对国画学习的分享与讨论如下：

A 同学表示非常喜欢国画，描述在创作时感受到的心情为开心、全神贯注，仿佛时间变

慢，这是一种心流体验。她最喜欢齐老师分享的虾主题，并希望进一步探索水族题材，

同时也偏爱卷轴形式；对于自我创作，她对虾和鲑鱼作品最为满意，尽管刚开始绘制虾

时并不理想，但随着练习进步显著。

B 同学表示他很喜欢国画，并认为自己在每节课中都有所进步。他形容绘画过程中的心

情愉悦、放松且专注，是一种平静而快乐的体验。在最近的漫画课上，他创作了多个动

漫角色，其中最喜爱的角色是怪盗基，对这一课程收获颇丰。

C 同学从 7 岁起便开始学习国画，非常热爱这门艺术，并感到自己的进步显著。这主要

体现在提升了艺术审美能力及多项绘画技巧，使其对艺术产生更浓厚兴趣。她特别喜欢

齐老师分享的水族虫鸟部分，尤其是蜻蜓，因为自己对此有较好的表现。此外，自我创

作中，她对蟑螂作品尤为满意，因为在几乎没有指导下能够生动呈现。

D 同学表达了对国画的强烈喜爱，并认为自己取得了明显进步。在绘制过程中，她感到

轻松愉快，对齐老师讲解虾主题特别感兴趣，而自我创作中最满意的是鲶鱼作品，为此

给予自己 5 分评价。

E 同学从四岁开始接触国画，非常热爱这门艺术，希望能实现整体提升。她享受绘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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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因为相比于繁重的学科课程，这段时间属于个人独处时光。她特别钟意一幅名为“深

鹤”的游戏人物作品，该作品展现了一些光影变化和细节，同时融入了传统元素与新颖

设计。

F同学表示非常喜爱国画，但仍需努力以求进一步提高。在绘制过程中，她觉得十分开

心、有趣。对于教师分享的动漫主题尤其关注打斗场景，而自我创作中最令她满意的是

熊猫舞狮，其独特构思带来了成就感。

G 同学比较喜欢国画，认为自己在其中取得显著进展，在创造过程中保持着平静、专注

和放空状态，尤其偏好虾和鲑鱼题材，自信地称赞自己的表现良好！

H 同学极其喜爱国画课程，自觉还有提升空间。在进行创作时，总是处于愉悦和平和状

态。其中，对于中国风漫画课程里配色方面印象深刻，尤其欣赏衣服背景色彩鲜艳且饱

满，即使人物由教师协助寻找，但依然享受整个创造过程，对最终成果十分满意。

I 同学已学习两年国画，对该领域充满热情。他特别钟意蝴蝶图案，以勾线笔描绘而成。

他虽然觉得自身进步有限，却乐于参与其中。同时，他提到齐老师提供的一些审美内容

难以理解，自我创作则倾向于瓢虫，共完成三本之多！

J 同学认为自己在国画及绘画方面的进步尚可，但提到创作时的心情时，表示充满愉悦。

他对中国审美特别关注色彩部分，尤其偏爱淡雅风格。在个人创作中，他选择了柯南作

为主题，并表达出独特见解。

K 同学热爱国画，并感到自己的技艺有显著提升。他描述在绘制过程中保持良好和放松

的心态。对于中国审美课程内容，他印象深刻，尽管理解上存在一定难度，但也掌握了

许多有趣的方法与技巧，对于不懂之处会主动查阅资料。他享受创作过程，最喜欢的题

材是蜻蜓和飞蛾，因为他对此表现得相当出色。

L 同学非常喜爱国画，并注意到了自身的进步。尤其是在家中进行人物绘制时，她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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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效果并不理想，但通过教师指导后取得了显著改善，同时意识到仍有进一步提升空

间。在创作过程中，她感受到极大的快乐，这使她更加热衷于这门艺术。她对国漫主题

中的衣服和头饰设计尤为青睐，在自我创作的小舞作品中，将短裙改为长裙，还增添了

一些小装饰，对自己的表现感到满意，即便仅进行了几次人物绘制。

M 同学对国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开始创作之前，她常感到期待，而完成作品后则

体验到愉悦。近期，她特别偏爱人物画，并认为自己的技艺在不断提升。

N 同学也热衷于国画，认为成功的作品带来显著的成就感。他在绘制过程中保持愉

快的心情，尤其是在构建框架时，相较于以往有了明显进步，这使他意识到了自身成长。

此外，他喜欢水仙花这一题材，尽管简单，但依然觉得美观。在本次课程中，他对动漫

主题尤为喜爱，尽管难度较高。

O 同学表示自己喜欢国画，但有时上课时间过长可能会导致疲惫。在创作过程中，

他通常保持平稳的心态，并发现自己的绘画水平有所提高。当老师分享素材时，他并不

总能一眼看中某个对象，一般会选择 3-4 个想要尝试的题材，然后根据难度进行筛选，

优先排除高难度项目，再着手最简单者。然而，在山水画方面，他认为最大的挑战是掌

握细节控制。

P同学非常喜爱国画，在创作过程中感到开心，因为这与写作业截然不同，更像是一

种放松而非单调乏味。他倾向于漫画题材，尤其钟情于自己设计的人物，而非单纯临摹

他人作品。学习国画后，他发现毛笔使用得更加熟练，相比硬笔更具优势。

Q 同学对国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创作过程中，她感到心情放松，仿佛沉浸在一

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中，可以自由地进行创作。有时在绘画时也会与他人交流，这种状态

让她倍感轻松。完成作品后，她常常体验到强烈的成就感。例如，在工笔画中，尽管需

要细致的线条，但整幅作品完成后依然觉得赏心悦目，为自己点赞。她最喜欢的题材



８０

是山水，因为其简单易画且富有意境，只需用大笔便能呈现出美丽的景观。此外，她曾

创作过一幅《湖心亭看雪》，描绘了雪景和亭子的结合，效果极佳，并带有设计感。老

师分享的一张动漫女生人物图案中融入了雪景，以紫色为主题，让她颇为喜爱。未来，

她希望能够创作一幅关于香港故宫皇帝婚礼场景的大型细致作品，类似于宫廷画师风格。

R 同学也对国画抱有热情，他认为自己的绘画技术得到了提升。在进行国画创作时，

他保持愉快、阳光的心态，完成作品后感到充实与快乐。他对各种主题均表示喜好，但

在人物绘制方面，有时草稿不够理想，不过在教师指导下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而工笔

则因其细节要求较高而显得更具挑战性。他提到花鸟和山水题材已有一段时间未曾尝试，

此次重拾这些内容令他十分兴奋。

综上所述，通过受访者访谈了解到，自我创作部分是最受欢迎的主题之一。课程内

容涵盖“自主探究能力”、“自由创新能力”和“分享表达自我”等设计元素，这些都

鼓励儿童在学习国画过程中充分表达自我并进行创造。因此，该部分也是受访者评分最

高之处，同时也是研究中心理幸福感积极相关性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加强儿童自我

创作课程设计将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心理幸福感。

在访谈过程中，笔者观察到男生与女生之间存在轻微差异。在男女比例相对均衡的

情况下，相同年龄段的女生评分普遍较低，但她们在语言描述方面更为具体且细致，表

达欲望和能力显著强于男生。这样的表现为研究提供了更多实质性支持。尽管男生人数

略多于女生，他们在开放性问题上的讨论往往不够深入，有些男生甚至直接表示不擅长

描述。然而，通过交流可以真实感受到他们确实热爱国画，并且在评分上比女生更加慷

慨。因此，笔者认为男女评分差异可能并未揭示出真实的心理状态，而仅反映了两性间

评分标准的不同。这并不意味着男生的心理幸福感水平高于女生，很可能只是他们对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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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给予更高分数。如果要探讨真正的差别，应当超越性别因素，通过逐项提升来检

验这种差异。

2、教师访谈

国画教师作为研究对象，负责在课堂中进行授课。在对学生进行一对一访谈后，笔

者针对三位授课教师进行了半小时的一对一访谈。此次访谈围绕表 5-1 中的教师问题清

单展开，重点讨论了学生在本次干预课程的国画学习过程中在参与度、联结、坚持、乐

观和幸福感等五个方面的表现。整个访谈过程均进行了录音，并整理成文字记录。

授课教师在课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针对儿童通过国画提升幸福感的问

题，三位教师的观点及其引导策略主要围绕幸福感的五个维度进行了访谈。为提高可读

性，笔者对访谈内容进行了系统分析与总结，访谈提纲及部分内容详见附录。

表 5-5 受访教师数据统计

编号 性别 年龄 学国画时长 教国画时长

A 女 33 岁 11 年 9 年

B 女 32 岁 12 年 7 年

C 女 42 岁 30 年 18 年

心理幸福感的五个维度通常包括投入（Engagement）、坚持（Perseverance）、乐

观（Optimism）、与他人的积极关系（Connectedness）、以及幸福感（Happiness）。

以下是对这些维度与访谈材料的扩充分析：

投入度（Engagement）投入指的是个体在进行某项活动时的专注和沉浸程度。在国

画学习中，孩子们的投入体现在他们对绘画过程的专注和对细节的关注。教师 A 提到

孩子们在国画课堂上能够静下心来画一幅作品，这表明了他们在绘画时的高投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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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B 强调了孩子们在三个小时的课程中能够保持专注，尤其是在他们感兴趣的主题

上。

坚持（Perseverance）坚持是指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不放弃的倾向。在国画学习中，

孩子们的坚持体现在他们对技艺的不断练习和对完美的追求。教师 C 提到孩子们在学

习国画的过程中会遇到困难，但通过老师的引导和鼓励，他们能够坚持下去。

乐观（Optimism）乐观是指对未来持有积极态度和期望。在国画学习中，乐观可能

体现在孩子们对自我能力的信心和对学习成果的积极期待。教师 B 提到通过使用肢体

语言和积极的言语鼓励，可以帮助孩子们建立起乐观的态度。

与他人的积极关系（Connectedness）与他人的积极关系是指与他人建立积极、支持

性的关系。在国画学习中，这种关系可能体现在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互动和合作。教

师 A 提到孩子们在国画课堂上的情绪变化，这可能与他们与老师和同学之间的积极互

动有关。

幸福感（Happiness）幸福感是指个体对生活的满意和愉悦感。在国画学习中，幸福

感可能来源于孩子们对自己作品的自豪感和对学习过程的享受。教师 C 提到孩子们在

学习国画的过程中获得了乐趣和新知识，这些都是幸福感的来源。

通过对访谈材料的质性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教师在促进孩子们的心理幸福感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教师通过创造积极的学习环境、提供个性化的支持、鼓励孩子们的坚持

和乐观、以及促进与他人的积极关系，帮助孩子们在学习国画的过程中获得更丰富的心

理体验和更强烈的幸福感。

对于国画教学有以下启示：1、创造一个有利于专注的环境，减少干扰。2、 提供

与孩子们兴趣相关的教学内容，以提高他们的投入度。3、设定可实现的目标和挑战，

鼓励孩子们克服困难。4、提供积极的反馈和支持，帮助孩子们建立自信和坚持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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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鼓励孩子们设定积极的学习目标，并相信他们能够实现这些目标。6、通过庆祝小成

就和进步，培养孩子们对自己能力的信心。7、促进小组合作学习，鼓励孩子们相互学

习和支持。8、建立一个包容和支持的课堂氛围，让孩子们感到他们是一个重要和有价

值的部分。9、提供多样化的学习体验，让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体验到乐趣和满足感。

10、鼓励孩子们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让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感到被听见和理解。

第三节 数据分析

扎根理论研究法是近十年来定性研究的主要主题之一。扎根理论起源于二十世纪六

七十年代的美国，是一种用于处理资料与理论之间的关系的方法，并在十年前被引入中

国，目前主要应用于管理学、教育学、传播学等学科。本研究参考了 Strauss 和 Corbin

（1998）提出的扎根理论相关程序及资料分析方法，采用 NVivo 14 版软件实施开放性

编码、主轴性编码与选择性编码，以系统化整理儿童与教师的访谈资料，并对结果进行

深入分析，从而探讨少儿中国画对于小学生心理幸福感影响的关键因素。

一、编码

1.开放式编码

本研究通过 Nvivo 软件，对 18 位学生和 3 位老师的访谈资料进行开放性编码，得

到共 107 条能够反映少儿中国画对于小学生心理幸福感的影响的原始语句，经多次整合

语义相近的分类，最终确定出 19 个反映参与度的初级类属，编码结果示例见表 5-6。

表 5-6 开放性编码结果（节选）

初级类属 节点数 原始语句

品德志趣 5
“国画里面很多时候是托物言志，它只是寄情于山

水、花鸟、鱼虫之类的，最终只是想表达画家的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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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趣在里面。他们记忆最深的点是明代的一个画家

——八大山人，他画所有动禽类都是翻白眼，看青天

的样子，他们记忆就很深刻。而且跟他们讲八大山人

的生平之后，他们记忆更深，后面很多次作画的时候，

自己不开心了，也学……”

支持情绪调节 18 “在画国画的时候心情很好、放松也很开心。”

心流调节 5

“慢慢通过画画可以把这个情绪转移出去了，分散

了，至少静下心来画一幅作品，不管说画的好还是画，

至少他的情绪会慢慢有一个转移，能够看得到孩子的

变化。”

成就感知 14 “如果画好了就很有成就感。”

创造思维 14 “自我创作的部分喜欢画瓢虫，画了三本！”

自我意识 3

“到了九岁之后就开始有自己的评判标准了，会跟

那些技术特别好的，甚至是老师作比较，因为他对这

种好坏有一个真实的判断了，就会觉得总是还差得很

远，他会非常保守。”

自我表达 5

“在这个时候他们会发现，老师打印的图片跟我要

的不一样，或者自己想表达那样，但是自己画不出来，

这是比较常遇到的，这时候老师就可以教他们，或者

是提供一些素材给他们，帮助他们做一些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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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轴式编码

本研究通过对开放性编码结果进行整理，发现这些分类之间存在明显的逻辑关系。

因此，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共 5 个副范畴，各副范畴及核心类别对应的开放性编码

结果见表 5-7。

表 5-7 主轴性编码结果

初级类属 副范畴 核心类别

品德志趣

审美情趣

文化修养与文化认同感

人格修养发展 人格修养发展

支持情绪调节

社交沟通技能

释放情感压力

情感表达

情绪发展

心流状态

心流调节
情绪调节手段

成就感知

梦想抱负

满足感

自信心

自我价值

自我效能感

认知发展

个体思维

创造思维
认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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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决策

自我反思

自我意识

自我表达

3.选择性编码

本研究通过多次梳理和分析原始资料、开放性编码结果、主轴性编码结果，最后通

过选择性编码与归纳整合得出少儿中国画对于小学生心理幸福感的影响模型，详见图

5-4 所示。

图 5-3 选择性编码结果与模型

4.编码饱和性检验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随机选取 5 段采访作为饱和检验样本。反复比对后，发现新增

文本数据产生的原生编码都可归并到研究结果中去，且无法增加新的范畴。因此，可以

认为研究所得理论通过饱和度检验。

三、模型阐述

本研究运用扎根理论对访谈文本数据进行编码，构建了少儿中国画对小学生心理幸

福感的影响模型。通过该模型可知，少儿中国画主要通过人格修养、情绪发展和认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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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三个方面提升小学生的心理幸福感。以下将对此三方面进行详细阐述：

1. 促进人格修养培育，夯实生活满意度基础

少儿中国画不仅是艺术技能的培养，更是一种重要的人格修养方式。人格修养涉及

积极品德志趣、审美情趣、文化素养及文化认同感的培养，是小学生提升心理幸福感的

重要基石，有助于他们在未来学习与生活中保持积极健康的心态。

1.1 品德志趣

品德志趣指个体在道德品质和兴趣爱好方面的综合表现，是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教育心理学界将人格划分为禀赋、品德与自由意志（McLean, G. F., & Ellrod, F. E.,

1992），其中品德是后天培养且具有高度可塑性的部分（蒋建微，2008）。因此，品德

志趣强调个人内在素质与积极兴趣的发展相结合，是全面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访谈

过程中，教师提到教授国画知识时，会讲解兰花所象征的品格或“他日”课程，以引导

学生分享，让他们意识到绘画不仅仅是表层表达，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从而学习相关

精神。“更多的是培养品德修养和心性层面的内容。”

通过学习中国画，小学生能够接触并欣赏中华文化深厚底蕴，同时在教师结合传统

美德进行讲解时获得道德教育，这直接作用于他们内心世界。经过长时间学习后，他们

会具备良好的道德判断力和责任感，并能在日常生活中寻找与创造美，从而享受生活乐

趣。在这一过程中，品德志趣的提升直接影响了小学生的生活满意度。

1.2 审美情趣

审美情趣指个体在感知、欣赏及评价美对象或艺术作品时展现出的能力与兴趣。审

美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人的情感、气质等

产生潜移默化之影响（教育部, 2015）。对于小学生而言，加强审美能力培养有利于实

现其全面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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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中，多位学生提到：“绘制国画可以提升艺术审美，同时掌握许多绘画技巧，

对艺术愈发关注。”教师也表示：“希望学生能从绘画中获得精神上的享受，只要他们

享受过程即可。”此外，在学习国画过程中，“体验色彩搭配以及水墨晕染自然效果”，

都使得孩子们更加享受学习，提高幸福指数。

在物质供给日益丰富但精神问题逐渐突显的现代社会中，审美情趣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甚至不可替代作用。对于小学生来说，审美能力关乎其对生活质量之理解，每个人对

美有不同看法，因此幸福程度亦有所差异。因此，美育作为一种情感教育，使得孩子们

能够参与到审美活动当中，通过对审美元素之体验获取愉悦，并进而影响其气质（Li, J.,

Xue, E., Li, J., & Xue, E., 2020）。随着审美情操提高，小学生将在日常生活中增强对事

物之鉴赏力，从艺术及自然景观中获得更多心理满足。这种持续正面体验成为提升心理

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1.3 文化修养与文化认同感

文化修养指个体通过教育及个人经验深入理解并尊重所属文化，包括传统、艺术、

历史及价值观念等。而文化认同则要求个体需深化自身所在国家或民族群体中的共同价

值观念，实现自我认知层面的归属（杨曼, 吕立杰 & 丁奕然, 2019）。青少年作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者，其理解和认同这些传统对于我国未来维护和发展文脉至关重要。

教师提到教授儿童国画经历中的转变：“起初孩子们喜欢五颜六色，但随着了解中国传

统文化，他们逐渐偏爱水墨风格，更加倾向清雅，这一变化反映出哲学思想虽未完全领

悟，却已从视觉上有所吸收。”一些孩子特别喜爱动漫风主题，希望使用中国特色配色

创作动漫作品。在此过程中，不断地培育着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认识与热爱。

综上所述，中国画教学是提高小学阶段儿童文化素养和文化认同感的有效途径。在

这个过程中，小朋友不仅掌握了基本技艺，还深入了解背后的丰富人文内涵。当老师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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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各种相关元素，如淡雅配色工具，以及常见符号意象时，都让孩子们切身体验中华文

明独特魅力，从而增强民族自豪感。同时伴随这种文化素养与文化认同感的增长，他们

会在人生旅途中建立起安定、自信，而源自自身身份带来的归属意识，将帮助他们维持

平衡状态以应对多元化世界带来的挑战。

2、促进正向情绪发展，推动主观满足感提升

学习中国画不仅是艺术技巧的提升，更是情绪教育的重要过程，对小学生的情绪发

展具有显著作用。在绘画过程中，学生能够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想法，投入高度的注意力

与耐心，并在完成作品后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这些经历直接促进了主观满足感的提升。

情绪发展包括情感表达与情绪调节两个方面。

2.1 情感表达

绘画是一种自我表达的艺术形式，常被视为艺术治疗的一种手段，有助于改善负面

情绪（Rankanen, M., 2014）。已有研究表明，绘画可以显著提高悲伤效价并唤醒积极

情绪，使其朝向更高层次的发展。在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检测绘画过程时

发现，绘画能够消除认知控制，使人们感觉更加放松、灵活地思考（Yan, W., Zhang, M.,

& Liu, Y., 2021）。即使是简单的色彩练习和涂色也能有效减缓焦虑（Carsley, Heath &

Fajnerova, 2015）。

根据访谈结果，中国画学习过程有助于调节学生情绪、释放情感压力，同时获取社

交沟通技巧。有 16 名学生认为，在学习中国画过程中，他们体验到愉悦与快乐。有 3

名学生表示，该过程让他们暂时摆脱日常学科学习带来的压力，从而享受绘画乐趣。在

教师访谈中，也提到课堂上师生之间会讨论国画作品中的人物，不仅与课程内容相关，

还营造出轻松愉快的课堂氛围。通过与教师及同学交流，学生得以表达自身的情感、看

法及状态，这对正向情绪的发展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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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中国画过程中，学生能够通过笔触将内心深处的情感和压力表现出来。这种

艺术表达形式可视为一种心理释放，有助于缓解紧张和焦虑。例如，当学生创作山水作

品时，可以体会自然所带来的宁静和平和，这对稳定其情绪极为有利。此外，在学习过

程中师生间密切交流以及同伴间合作讨论，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社交场景，从而培养了他

们沟通与社交技能。通过这些社交活动，小学生能够掌握如何有效地表达个人观点、倾

听他人意见以及建立友谊等技巧，为未来社交活动打下良好基础。中国书法教学通过改

善个体心理状态及提升社交能力，大幅增强了学生主观满足感。这种满足源自于对自身

情感管理及社会互动乐趣之体验，共同促进了儿童心理健康与个人成长，提高幸福指数。

2.2 情绪调节手段

中国画对情绪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绘画促使学生达到心流状态。心流（Flow）

指的是学生全身心投入绘画，浑然忘我，体验到一种愉悦感，这种状态使他们乐在其中，

并常常在此过程中迸发出惊人的创造力。研究者通常使用注意力转移（分心）和情绪释

放（发泄）策略来解释绘画对情绪的调节作用（James, C., Drake, J. E., & Winner, E., 2018）。

研究表明，分心往往比发泄更为有效，其带来的情绪改善幅度也更大（Brechet, C.,

D'Audigier, L., & Audras-Torrent, L., 2022）。绘画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分心效果，是因

为它能带来一种心流体验，使学生不再关注负面情绪，而是享受绘画过程中的乐趣

（Forkosh, J. & Drake, J. E., 2017）。

在访谈中，小学生虽然未直接提及“心流”一词，但对这一状态进行了生动描述。

他们表示，在国画创作过程中感受到“专注而放空、平静且快乐”，“精神不会去想其

他事物，全身心追求美感，非常专注”。例如，有学生提到：“在勾线时，我会沉浸两

个小时，只关注线条的平稳、弧度与轻重缓急，完全投入于极致美感的追求。”当处于

这种状态时，教师能够明显察觉到学生的变化。一位教师指出：“如果学生进入课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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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负面情绪，通过绘画可以将这些情绪转移出去，让他们至少能静下心来完成一幅作品。

孩子们的情绪变化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在教授中国画时，教师应刻意培养学生进入心流状态，以促进其正向情绪的

发展。根据教师访谈结果，可以总结出以下策略：首先，应设定清晰目标，并确保任务

具有挑战性与可达性。适当难度有助于激发兴趣和参与感，一旦明确目标，更容易集中

精力，从而达到心流状态；其次，要提供及时反馈。这种反馈帮助学生了解自身表现优

劣，从而调整学习策略并维持活动兴趣；第三，应确保课堂环境安静、有序，一个支持

性的学习氛围以及较少干扰将有利于提高专注力；最后，应鼓励学生探索与个人经历和

情感紧密相关的话题。这类主题更易引起共鸣，有助于他们深入投入，实现心理上的满

足。这些策略通过让学生在学习中国画过程中转移对负面情绪的注意力，同时获取积极

体验，从而提升幸福感。

3、促进认知技能塑造，加强整体幸福感感知

中国画的学习是对小学生认知技能的全面锻炼。在绘画过程中，学生通过仔细观察

对象、理解教师授课内容、表达个人想法以及对比绘画成果与理想结果之间的差异等环

节，促进了其认知能力的发展，尤其是在自我效能感和认知能力两个方面。

3.1 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指个体对自身能力的一种确切信念（或自信心），这种信念使个体能够

在特定背景下调动必要的动机、认知资源及一系列行动，以成功完成某项任务（弗雷德

& 鲁森斯, 2003）。自我效能感主要通过四种途径形成：过去的成败经历、他人的示范

作用、社会劝说以及情绪状态和生理唤起（Evans, R. I., 1989）。

经过访谈文本编码，自我效能感被划分为成就感知、梦想抱负、满足感、自信心和

自我价值五个部分。在学习中国画过程中，学生能够“意识到自己在每节课中都有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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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对自己的创作作品非常满意，并认为其独具匠心，从而获得很大的成就感。”

随着成就感的积累，他们会对课堂中的收获产生满意度。教师在课程设计时强调：“我

们注重将教学分为多个阶段，让学生每次都能取得一个成果，小段有小结果，大段有大

结果，这样既可以检验他们的学习效果，又增强他们的自信。”因此，自信心、成就感

与满足感共同促使学生找到自身价值，并梳理自己的梦想抱负。例如，有孩子表示希望

长大后能够创作一幅关于香港故宫皇帝婚礼场景的细致作品，如同宫廷画师一般。这些

梦想抱负引导着学生不断努力发展。综合这些因素构建了学生在学习中国画过程中的自

我效能感，从而促进其正向情绪体验。

在学习中国画过程中，小学生通过不断练习并完成各种作品，逐渐掌握多项技能。

精美作品不仅给予他们视觉上的享受，更带来显著的成就与满足。而随着绘画技能提升

及成功经验积累所获得的自信，不仅影响孩子们在艺术领域表现，也延伸至社交生活与

校园学习。同时，孩子们独特才能得到发展与认可，对其自我价值观产生积极影响，从

而激发他们追求艺术及更广泛领域兴趣和梦想，加深其自尊与身份认同。有效提升的自

我效能感进一步促进了儿童心理健康和幸福指数，在精神上和情绪上实现满足。

3.2 认知能力

人类认知能力密切关联于认识过程，是该过程的一种产物。通常而言，人们对于客

观事物进行感觉、知觉，以及思维活动如想象联想等均属于认识行为。认识过程是主观

反映客观，使得客观存在于主观之中（张履祥 & 葛明贵, 2002）。对于儿童而言，认

知能力的发展至关重要，它直接影响学业成绩、未来职业地位及社会适应潜力（张茜洋,

冷露, 陈红君, 2017）。工作记忆、注意力及元认知等方面将在小学阶段逐渐成熟，因

此这一时期尤为关键。

经过访谈文本编码，将认知能力划分为个体思维、创造性思维、自主决策、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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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意识以及表达六个部分。其中，自主决策帮助学生明确绘画主题；教师提到“学生

往往有自己想要描绘之物”。个体思维与创造性思维则助力于生成独特作品并推动自主

表达。例如，一位教师指出：“最重要的是不要低估孩子们，他们也拥有许多需要表达

之意图。”当接受过花鸟山水等课程后，“他们会根据历史书籍了解大唐宫殿风貌，这

将激发他们丰富想象并自行设计构图”。课堂上更多的是老师协助他们更好地传达思想，

包括构图色彩方面提供指导。当作品完成后，学生便开始进行自主反思。例如，当询问

七岁以下儿童是否认为自己的作品优秀时，他们常常回答肯定，但九岁以上儿童则会建

立起相应判断标准，与技术高超者甚至教师进行比较。“中国文化一直倡导‘知道羞耻

方可奋进’，只有识别问题才能更好地促进成长。”

综上所述，通过扎根理论编码分析，我们从有限的数据中获取了少儿中国画对小学

生心理幸福感影响模型，这是数据分析的重要发现，为量化研究结果提供良好的补充。

图 5-4 百花图作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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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少儿中国画课程介绍

本研究参与的机构是一个专注于少儿国画教学体系构建与实践的培训机构，具备独

特优势和丰富经验。在少儿国画教育及课程设计方面，该机构通过介绍其国画课程，为

深入全面理解少儿中国画课程提供了重要依据。

1、中国画课程及特点

借山画馆的少儿中国画教学体系融合了大师审美教育课程与齐白石家族书画教育

精髓，并结合学院艺术教育架构，广泛吸纳国内外少儿美术教育及学术界众多专家的专

业意见，与中央美院十位艺术博士共同研发而成。该体系针对 4 至 12 岁儿童，根据不

同年龄阶段特征设置“临摹、写生、创作”三大课堂体验和教学形式，全方位提升学生能

力。同时，制定了为期八年的完整课程大纲，使孩子们系统学习中西方艺术经典，专注

于培养其观察力、审美力、创造力和专注力，以及善思笃行的品格。

图 5-5 借山画馆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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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程体系以罗恩·费尔德在《创造与心智成长》中提出的核心理念为指导，即“形

态概念的丰富程度取决于儿童性格及教师对儿童被动知识启发的程度”。针对不同年龄

阶段儿童的特征和发展需求，设置了系统、完备且适配少儿年龄特点的中国画教学及其

科学教学体系。该少儿中国画教学体系如图 5-4 所示，融合了临摹、写生和创作三种技

法教学，其宗旨在于全面提升学生能力。其中，写生是核心环节，通过对真实对象进行

写生，可以锻炼儿童的视觉观察能力、思维归纳能力以及对自然敏锐感受力。临摹则指

模仿优秀作品，通过这一过程可以学习传统中国画技法与构图方法，并深入理解中国画

作品的美学特点和表现手法。在临摹过程中，学生能够领会画家的构思与意图，从而提

高绘画技巧和艺术修养。创作是整个教学体系最终目标与结果，在临摹和写生基础上，

学生得以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开展个性化创作，这一过程既可涉及对真实对象的加工改

造，也可表达想象世界。通过创作，学生不仅能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审美意识及艺术创

造力，还能展现个人情感（齐驸, 2023）。

少儿绘画能力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认知阶段：动手操作阶段、符号创作阶段和前

青春期阶段（Hurwitz, A. & Michael Day, 2008）。该教学体系包括八年完整的常规课程：

4 至 6 岁的小小大师水墨班着重于兴趣激发与绘画基础，6 至 8 岁的国际大师水墨班则

侧重于拓展艺术视野和提升审美能力，而 8 至 12 岁的硕士国画学院班专注于书画技巧

的深入修习及品格修养的内化。该教学体系具有六大特点：（1）体系化与专业化：提

供八年的完整国画课程以及六年的主题化软硬笔课程；（2）经典深度解读：“120 余位

古今中外艺术大师经典作品解析”及“54 种齐白石家传技法与传统技艺”；（3）结合少儿

美育与学院教育体系：“少儿美育”融合现代教学理念，与中国书画教育相结合；（4）

匹配书画考级要求：“课程设置”符合“全国书画等级考核”，确保全员通过九级考试，并

获得艺术特长生资格，为高考加分做好充分准备；（5）针对各年龄段特征进行科学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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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合理安排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使其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便于随到随学；（6）

多样化课堂形式。

该机构的课程通过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心理与审美发展，涵盖了 4 至 12 岁各个年龄

群体。课程内容从造型基础、笔墨常识到山水、花鸟和人物等主题，构成了一个相对完

整的国画学习体系，包括从绘画技能基础技法学习到高阶课程。整个学习过程需时八年，

每个年龄阶段均设有特定教学目标及技法学习规划。如表 5-6 所示，以适合 8 至 10 岁

大 A 班某一学期为例，可以看出每个学期的教学实践遵循“临摹、写生、创作”三大课堂

体验和教学形式，并融入 20 周的常规课程中，通过不同的小目标和多样化教学内容实

施整个学期计划。从以上不同年龄段主题内容设置可以看出，这些主题选择符合儿童认

知发展的规律。适合入门学习国画的最佳年龄为 7 至 8 岁，此时花鸟画是较佳选择，因

为这一年龄段儿童手部肌肉已具备相对熟练的造型能力，同时理解能力提升，也能够与

教师进行良好的互动沟通（孙昊淳, 2023）。

表 5-8 借山课程各年龄课程设计总纲

年龄与班级 教学目标 学习技法 教学内容

4-6 岁

小小大师水墨班

小 A 班 色彩、构图、造

型基础知识

色彩高阶知识，造型基

础知识的培养与训练。

小 B 班 综合材料在水墨画中的运

用

点线面的变化，以及造

型基础知识。

6-8 岁

国际大师水墨班

国 A 班 造型高阶知识

笔墨基础知识

东西方绘画造型规律 中国传统绘画构图规律

国 B 班 画画高阶知识 花鸟山水人物画创作基础 创作能力培养与书法基

础知识

8-10 岁

大师国画学院班

大 A 班 水墨花鸟基础与

高阶课程

花鸟线描，小写意花鸟画，

大写意花鸟画，综合材料

运用，花鸟画写生与创作

规律

花卉，草虫，水族，飞

禽，猛兽，赏石，清贡

等

大 B 班 山水画基础与高

阶课程

山水画构图规律，泼墨，

泼彩山水画，青绿山水画，

山石，草木，云水，点

景，长卷，小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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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绛山水画，金碧山水画，

当代山水画

10-12 岁

大师国画学院班

大 C 班 人物画基础与高

阶课程

古代人物画造型，现当代

人物画造型，人物画线面，

人物画笔墨技法，人物画

构图规律

人物画速写，线描，古

代人物画，现代人物画，

舞蹈人物画，少数民族

人物画及现代人物画创

作

大 D 班 工笔画高阶课程 工笔画工具使用方法工笔

画线描基知识，工笔画底

色处理，工笔画染色方法，

工笔画画面处理

通过不同年龄的孩子心理和审美发展，借山画馆的课程涵盖了 4-12 岁不同年龄的群

体，从造型基础、笔墨常识、山水、花鸟、人物等每个主题从绘画技能基础的技法的学

习到高阶的课程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国画学习体系。需要 8 年的时间来学习，每个不同的

年龄阶段都有特定的教学目标和技法学习的规划。通过表 5-6 示来看，适合 8～10 岁左

右大 A 班的某一学期课程范例可以看出，每个学期的教学践行了“临摹、写生、创作”

三大课堂体验和教学形式，融入到一学期 20 周的常规课程，通过不同的教学分目标和

不同的教学内容来实施整个学期的教学计划。通过以上不同年龄段的主题内容设置我们

可以看到，主题的选择符合儿童认知发展规律。适合入门学习国画的年龄为 7-8 岁，花

鸟画入门为佳，整个年龄段的儿童的手部肌肉已经可以相对熟练的造型，理解能力提升，

也可以与老师良好互动沟通（孙昊淳，2023）。

表 5-9 大 A 班课程教学计划

时间 教学目标 分目标 教学内容 代表大师 课程名称

第 1周 水墨花鸟基础 花卉、单字练习 牵牛花、楷书 齐白石 《竹引牵牛花满街——齐白石的牵牛花》

第 2周 水墨花鸟基础 花卉、单字练习 螃蟹、楷书 齐白石 《霸道横行--齐白石画螃蟹》

第 3周 水墨花鸟写生 花卉、单字练习 菊花、楷书 齐白石 《开宗立派—— 齐白石的“红花墨叶”》

第 4周 水墨花鸟基础 写生创作 水仙花、楷书 近代大师 《双钩水仙花》

第 5周 水墨花鸟基础 花卉、单字练习 万年青、楷书 齐白石 《祖国万岁——齐白石的万年青》

第 6周 综合技法运用 写生创作 户外写生 写生 《阳春三月绘鹏城》

第 7周 水墨花鸟基础 写生扩展创作 写生再创作、楷书 创作 《绘鹏城再创作》

第 8周 水墨花鸟基础 花卉、单字练习 荷花、楷书 潘天寿 《大师潘天寿——映日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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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周 综合技法运用 禽鸟、四字集字 麻雀、楷书 近代大师 《历代名家画麻雀》

第 10 周 水墨花鸟写生 蔬果、单字练习 蔬果、楷书 写生 《南国自古多果蔬》

第 11 周 水墨花鸟基础 水禽、单字练习 蝌蚪、青蛙、楷书 齐白石 《小蝌蚪找妈妈》

第 12 周 水墨花鸟基础 花卉、单字练习 紫藤花、楷书 齐白石 《紫气东来——紫藤花》

第 13 周 水墨花鸟基础 花卉、四字集字 葡萄、楷书 近代大师 《月明堕清影——葡萄》

第 14 周 水墨花鸟写生 蔬果、单字练习 蔬果、楷书 写生 《一顿营养的午餐》

第 15 周 综合技法运用 花卉禽鸟、单字练习 青花创作、楷书 综合材料 《青花浓淡出毫端》

第 16 周 水墨花鸟基础 花卉、单字练习 海棠花、楷书 齐白石 《神品跃于方寸之间——秋海棠扇面》

第 17 周 水墨花鸟基础 花卉、单字练习 螃蟹、楷书 齐白石 《一盘蟹一壶酒》

第 18 周 综合技法运用 博古画、四字集字 博古创作、楷书 综合材料 《中国画肌理表现》

第 19 周 水墨花鸟高阶 花卉、单字练习 竹子、楷书 郑板桥 《依依似君子——历代名家画竹》

第 20 周 水墨花鸟高阶 花卉、单字练习 明胶渍墨撒盐法 周思聪 《寂静清凉—周思聪荷花》

2、寒暑假授课计划

寒暑假的课程独立于学期中的常规课程，主要以短期课程为主，以补充常规教学。

每一期课程设定为 5 个半天，每天 3 小时，总课时为 15 小时，不少于 900 分钟。暑假

班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各校区均有的暑假特色班，由所在校区的国画教师授课；另一

种是由机构创办人齐驸博士亲自教授的暑期家学班。本研究同时在暑假特色班与家学班

进行数据收集，详细的暑假课程计划见表 5-10，接受访谈的学生来自不同的暑假班级。

作为一种独立的短期夏季课程，这一形式提供了快速了解少儿国画的一种途径。同时，

通过之前介绍的课程内容可以看出，暑期班背后有一套严谨、全面的教学体系支持。

表 5-10 2023 年暑期班常规授课计划

时间（2023 年暑假） 课程主题 题材分类

暑期特色班

7 月 18-7 月 22 《玩具丹青总动员》 花鸟、人物

7 月 24-7 月 28 《海洋漂流记》 山水、人物

8 月 7-8 月 11 《千姿百态的昆虫故事》 花鸟

8 月 14-8 月 18 《丹青画笔，荏苒在衣》 现代构成、蔬果、山水、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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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1-8 月 25 《插画艺术、艺术插花》 花鸟

暑期家学班 7 月 18-7 月 22 齐白石家学班 齐派水族、齐派草虫

8 月 14-8 月 18 齐白石家学班 齐派水族、齐派草虫

由此可见在一套有体系有内容规划的课程中，少儿暑期课程既有独立性又有整体性。

暑假班为期 5 个半天的课程设置同时也符合积极心理学的干预标准。第四章第一节的研

究设计中就介绍过少儿国画暑期课程的框架，在此融合暑假课程的实际教学教程做进一

步详细的介绍。

本研究中实验组孩子参与的少儿中国暑假课程的课程设计（详见表 4-1）包含一下

几个方面：表达解析情绪、独特审美体验、自主探究能力、自由创新能力、分享表达自

我。以齐派虫草的蜻蜓主体来举例，课程大致的流程如下表 5-9:

表 5-11 授课流程图

课程流程 教师分享与学生参与

1、独特审美体验

每次约 25 分钟

本环节主要是欣赏真实的与国画表达写意写实等，让

孩子观察不同物体形态与国画表达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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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表达解析情绪

大约 10-15 分钟

本环节主要是表达抒发什么样的情绪，从而选择画面

中主体、客体构成等。

3 和 4 自主探究与

自我创新，

合计约 12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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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享表达自我

作品在完成与过

程中学生与老师

沟通约 20-25分钟

少儿中国画寒暑期班还有一个可能被忽视的特点，即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课程的时间

和题材。与每周一次的常规班不同，不同学生对各主题课程存在个人偏好。尽管课程大

纲经过十年以上的教学实践与调整，并遵循了不同年龄段儿童的认知水平与兴趣，但我

们无法保证所有学生对每个主题都有一致的喜好。因此，寒暑假班短期课程为学生提供

了自主选择的机会，使家长和孩子能够共同商讨更倾向于参与哪个主题学习。根据笔者

对官方网站及微信公众号历史资料的分析，寒暑假的短期班涵盖了一些传统而又历久弥

新的主题课程，深受学生和家长欢迎。笔者整理了以往其他寒暑假部分供参考（见表

5-12），例如新年主题清朝岁朝图以及符合儿童想象力的十二生肖主题，都受到广泛喜

爱。这表明，寒暑假课程确实是常规课程的重要补充，并具有独特特色。

表 5-12 以往寒暑假短期班特色课程

时间 课程主题 人物、流派

2024 年 1 月 23-1 月 26 《龙墨重彩-龙族动漫琉璃画》 插画 、当代画家

2022 年 7 月 18-7 月 22 《山海妖精》 溥儒

2022 年 7 月 25-7 月 29 《挥金如彩》 张大千

2021 年 1 月 26-1 月 29 《平安吉祥“岁朝图”》 齐白石、王雪涛、当代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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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2 月 3 日-2 月 6 《一头小牛的故事》 当代画家

评价系统

借山画馆的评价系统通过微信公众号实现家校沟通，教师对学生作品进行展示与点

评，以便家长和学生查阅。该系统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根据综合评分、课堂表现及

作业情况等三方面进行星级评定，范围为 1 至 5 颗星；第二部分展示学生完成的作品拍

摄；第三部分包含教师的评语，老师将依据作品进行多维度点评，包括作品进步、表达

意境、色彩构图及整体评价等。以下是老师的一些评价示例：

表 5-13 评价举例一览

来自 A 老师的评价

综合评分 ★★★★★ ★★★★★

课堂表现 ★★★★★ ★★★★★

作业情况 ★★★★★ ★★★★★

教师点评

“**的作品是一幅非常美好和富有意境的

画面。画面中的**面带微笑，看起来温婉

可人。她周围环绕着**，仿佛在演绎着一

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整幅作品色彩

明快，线条流畅，形象生动，给人留下深刻

的印象。这幅作品通过**和**的互动，展

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同时也寓意着美

满和幸福。画面中的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

设计，整幅作品散发着浓郁的东方韵味，让

人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点赞！”

“**这期的作品非常养眼，太漂亮了呢。人

物比例准确，画面色彩自然耐看。粉粉的紫

色非常梦幻，搭配的太漂亮了。作品以简洁

的线条勾勒出女子的形象，通过蓝色和青花

瓷的搭配，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此外，女子侧身看向前方的动作和神态也传

递出一种含蓄、婉约的美感。这幅作品构图

巧妙，色彩搭配和谐，充满了艺术感染力。

点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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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展示

通过以上三方面的评价，课后家长和孩子可以清晰地看到 1 至 5 颗星的评分、作品的视

觉图片，以及老师对学生作品细节与整体表现的描述点评，包括对色彩运用、构图技巧

及创作意图等方面的分析。此外，教师还会提供关于学生进步情况的详细说明，例如在

某些技法上的掌握程度或在艺术表达上所展现出的独特视角。这种多维度的信息反馈不

仅有助于家长理解和欣赏孩子们的作品，还能为他们提供具体而明确的发展方向。

这种评价机制旨在促进家庭与学校之间更有效的沟通，使得家长能够及时了解孩子

在艺术学习中的表现。同时，通过教师给予的鼓励性评语，可以激励学生继续努力，不

断提升自己的绘画技能。尽管该系统已形成相对完整且系统化的评价机制，但从互动性

来看，仍然存在改进空间。例如，可以考虑增加更多实时反馈渠道，如在线讨论区或定

期举办亲子交流活动，以进一步增强师生与家长之间的信息流动，提高参与感和互动效

果。这样的改进将有助于建立更加紧密和谐的教育环境，从而更好地支持儿童艺术发展

的全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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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地考察

笔者跟随暑假班的课程观察老师和学生上课的情况。每次 3 小时的课堂共计 5 天，

总时长为 15 小时，合计 900 分钟，这与普通公立学校一学期的美术课时基本相当。

在随堂考察中主要有以下几个发现：

教师示范

在学习新的技法和画法时，教师示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是学生掌握新技法

的重要途径。通过教师亲自示范并同步讲解，学生能够更直观地理解技术要点。在此

过程中，每位学生在领悟后会进行各自练习，并创作出自己的作品。此外，在学生独

立练习新技法期间，教师会逐个观察，以确保每位学生对新技法的理解符合教学目标，

并能独立完成相关操作。当教师发现某些学生遇到困难或未能充分理解时，会提供一

对一辅导，通过单独演示帮助他们克服难题。这种集体授课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

不仅提高了教学效率，还照顾到了不同学生的学习接受程度。

这种灵活应变、及时反馈的一对一互动教学模式，使得问题能够迅速得到回应和

解决，从而增强了课堂氛围。这样的现场互动让人印象深刻，也可能是传统艺术教育

短时间内难以被新技术取代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面对面的交流与指导往往能够激发

更深层次的思考与创造力。

创作环节

在创作环节中，学生需要通过与老师沟通来表达情绪或题材意境，以及选择适当

的构图技巧等。教师通常积极鼓励学生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同时引导他们深入思考

如何呈现意境及细节。在这一过程中，每位同学都可以进行自主创作。

笔者注意到，在自我创作阶段，许多孩子表现出高度专注，他们常常沉浸于自己

的作品之中。有些孩子会边思考边自言自语，有些则会与同伴闲聊讨论，而遇到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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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也乐于请教老师。这种投入感使得整个创作过程显得非常积极且富有成效。同时，

这样一种沉浸式体验不仅促进了个人能力的发展，也加强了同伴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合

作意识。

从观察结果来看，整个创作过程体现出了较强的主观能动性。在这个过程中，可

以明显看到积极心理学框架中的多个元素，如情绪表达、审美体验、自主探究能力、

创新能力以及分享表达等方面都有所融合。因此，这种高度整合化体验合理解释了为

何绝大多数受访者对于创作环节及其作品评价极高。他们普遍认为，与其他活动相比，

此过程带来的心理幸福感最为显著，同时也提升了他们主观上的积极情绪状态。这表

明，通过系统性的艺术教育实践，不仅可以培养儿童绘画技能，更能有效促进其心理

健康发展，为未来的人生道路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四节 研究结果

本研究针对 18 名实验组学生和 3 位授课教师的访谈，结合实地观察与国画课程

设计分析，通过所有资料的数据分析发现，中国少儿国画不仅对孩子的心理幸福感提

升有一定帮助，还对儿童的认知发展与人格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尽管该研究存在一定

局限性，我们在有限样本量中探索归纳出少儿中国画对于小学生心理幸福感影响的模

型。

一、少儿国画对儿童心理幸福感模型和全方位提升

少儿中国画主要通过人格修养、情绪发展和认知发展的三个方面来提升小学生的

心理幸福感。首先，人格修养涵盖了品德志趣、审美情趣、文化修养及文化认同，这

些因素构成了儿童获得心理幸福感的重要基础。良好的人格特质能够使孩子们更好地

适应社会环境，提高他们的人际交往能力，从而增强其整体生活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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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情绪发展是个体成长中的关键部分，中国画教育在促进儿童情感表达与调

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课堂上，教师通过引导学生讨论作品背后的故事或情感，

使他们学会如何有效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此外，通过教学任务帮助儿童习得社会意

识和集体意识，有助于培养他们的社会情感。这一部分虽然在本研究中涉及较少，但

根据阿德勒理论，社会情感被视为儿童心理发展的晴雨表，因此未来需要加强对此领

域的关注。

最后，中国画学习也显著促进了认知能力的发展，包括观察力、创造力以及批判

性思维等。这些能力的发展对于儿童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们直接影响到孩子们解决

问题和面对挑战时所展现出的灵活性。因此，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个体发展的核心

要素，为我们提供充分理由相信，少儿中国画教育对小学生的心理健康及全面发展具

有积极且深远的重要意义。

作为一种独特形式的艺术教育，在当今跨学科重视身心健康的新时期，不仅限于

教授艺术技能与技法，更能持续支持儿童在心理健康与全面人格上的成长，这是本研

究最振奋人心之处。

二、少儿中国画技法、内容及创作的发展

此外，少儿国画课程中的绘画技法，与其他美术教育课程一样，都具备自我表达

与探索自我的共性。当孩子们进行绘制时，会产生一种平静专注状态，也称为“心流”。

这种体验解释了为何学习国画时间越长的孩子愈加喜爱这一艺术形式，因为随着训练

时间延长，他们逐渐享受这种宁静而自在的创作过程。即便不考虑技术水平进步程度，

其主观喜欢程度亦呈正相关关系。

关于课程内容，它包括中国传统审美、中国故事以及典故诗词等元素。在文化认

同层面，这种设置可以增强儿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使其建立起积极向上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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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同时，根据访谈结果显示，“齐白石虾”、“国风漫画”等主题受到广泛欢迎，

以符合孩童认知特点的方法传达这些故事，有助于提高他们接受度并激发文化自信。

值得注意的是，自我创作环节是所有受访者最为青睐的一部分，每位参与者提到

自己的创意时都表现出极大的热忱。这一环节不仅让学生充分表达自己，还显著提升

了他们的心理幸福感。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更加重视增加此类创作活动，以深化

学生对内容及技巧表达方式理解，同时鼓励他们通过艺术作品解析自身情绪、自主探

究，并自由创新，从而实现个人价值，与传统绘艺形成更紧密联系，为其主观幸福感

及全面发展提供新的方法论支持。

三、对于少儿中国画教学方法的一些启示

基于教师访谈所进行质性分析，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结论给予少儿中国画的教师

和教学一些参考与启示：1. 兴趣是参与关键： 学生对国画产生兴趣直接影响其参与

度，因此教师需了解每位学生个人兴趣背景，以提高课堂互动效果。2. 内在动机促

进坚持： 学生因热爱而愿意持久学习，因此教师应致力于培养内在动机，而非单纯

依赖外部奖励机制。3. 艺术活动提升幸福感： 艺术活动可作为调节工具，有效帮助

学生管理自身情绪，从而增进整体福祉。4. 鼓励乐观态度： 教师给予具体且正面的

反馈，可有效培育乐观精神，提高学生自信心。5. 强调师生间连接： 积极建设师生

关系将有利于推动学习氛围，让每位学员都能得到更多关注与支持。6. 个性化教学

策略： 教师应依据不同背景制定个别化教学方案，以满足各类需求，实现最佳效果。

7. 提供必要情感支持：在课堂上给予适当关怀，将有助于缓解压力并改善学习体验。

8. 强化积极反馈机制： 定期给予肯定性的评价以增强学员信念，是推动长期成功的

重要手段之一。9. 强调文化连接点: 教师需突出国画与中华优秀传统之间关联，加深

学员民族身份意识.10. 鼓励自由创作空间: 提供开放式平台，让每位学员都有机会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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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独特想法，加强自主权利。以上启示旨在优化当前教学模式，为未来进一步开展相

关实践奠定坚实基础，同时确保少年能够从中获益，实现身心双重成长。

本章小节

本章是通过质性研究方法，数据收据了与实验组的学生（n=18）和授课教师（n=3）

的半结构式访谈，实地观察以及被研究机构的教学计划、评价系统等所有文本资料。本

研究借助扎根理论对访谈文本数据进行编码，其中包括了开放性编码、主轴式编码、选

择性编码和编码饱和性检验，确保研究的信效度。用表格来支持数据分析和确保质性研

究的可信度(Cloutier, C., & Ravasi, D, 2021)，详见表 5-15，通过这些表格总结本研究我

们所使用的数据收集类型与方法，来帮助我们理解和还原研究的过程，并提炼总结。

表 5-14 质性研究表格汇总

表格类型 数据方法与作用 展示

数据清单 方便索引数据项目 表 5-1 访谈问题清单

表 5-2 质性研究资料清单

数据来源表 跟踪数据的来源，通过多种数据

的来源，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可

靠性。

表 5-3 受访者数据统计

表 5-5 受访教师数据统计

表 5-8 借山课程各年龄课程设计总纲

图 5-6 借山画馆教学体系

表 5-9 大 A 班课程教学计划

表 5-10 2023 年暑期班常规授课计划

表 5-12 以往寒暑假短期班特色课



１０９

通过以上数据编码后提炼得到少儿中国画对于小学生心理幸福感的影响模型。通过

模型可知，少儿中国画主要通过人格修养发展、情绪发展和认知发展三个方面提升小学

生的心理幸福感，这是本研究的重大意义。少儿中国画课程将为美术教育和积极教育提

供更多元的思路与实验。

本研究通过质性研究方法，证实了少儿中国画对儿童心理幸福感的有效提升，并发

现这一提升源于儿童的人格修养、情绪发展和认知能力等方面。笔者借鉴欧文·蔡尔德

的审美理论与积极心理学，通过内因、外因及其交互作用进行分析，指出少儿中国画教

育应关注每个独特个体，以“以孩子为中心”的方式实施因材施教；同时，需要提供更

多系统化的积极体验，并综合考虑社会文化语境因素，以营造良好的集体环境。期待未

来少儿中国画教育能够帮助更多儿童建立积极的主观幸福感，同时促进他们在人格、情

绪与认知方面的全面发展。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对少儿中国画教育的深入分析，揭示了其在儿童心理幸福感、

认知发展和人格成长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首先，通过系统性的课程设计与教学方法，少

儿国画不仅为学生提供了艺术技能的培养机会，还促进了他们情感表达与社会意识的发

表 5-13 评价举例一览

数据分析表 了解跟踪所采取分析的步骤 表 5-4 访谈问题平均分

附录 5 受访教师评价表 1-7

编码方案 形成并跟踪用于分析数据的编码

方案

表 5-6 开放性编码结果（节选）

表 5-7 主轴性编码结果

图 5-4 选择性编码结果与模型

时间顺序表 反映时间顺序的方案 表 5-11 授课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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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这种多维度的学习体验，使得孩子们能够在创作过程中获得自我认同，并增强文化

自信。其次，在课堂实践中，教师通过有效的示范和个别指导，为学生创造了良好的学

习环境，使每位学员都能根据自身特点进行探索与创新。这种灵活性不仅提高了学生参

与度，也使他们在面对挑战时具备更强的应对能力。此外，自我创作环节作为课程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激发了学生的想象力，更让他们在自由表达中体会到成就感，从而

提升整体心理幸福感。最后，本研究还指出了一些未来改进方向，包括加强师生之间情

感连接、注重内在动机培养以及强调文化背景的重要性等。这些启示将有助于进一步优

化少儿中国画教学策略，以便更好地满足儿童身心发展的需求。在新时代背景下，这一

独特形式的艺术教育无疑将在推动儿童全面发展及心理健康方面发挥更加积极且深远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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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总结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科技的迅猛进步与经济的快速增长前所未有。然而，这

一进程也伴随着压力和精神疾病低龄化趋势的加剧，因此全球教育开始逐渐关注人类身

心健康的发展，以及个体优势与潜能的培养，更加重视全面发展与持续幸福。青少年心

理健康问题亟待引起重视。2023 年，教育部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 17 个部门联合发

布了《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在国

家战略层面上，学生身心健康已被高度重视，并指导开展“以美润心”的多样性、美育

实践活动。本研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通过融合艺术教育与积极心理学进行跨学科

研究，以少儿中国画课程为基础探讨其对儿童积极幸福感的显著提升。

本研究采用量化为主、质性为辅的混合方法，旨在验证少儿中国画课程对儿童心理

幸福感提升的有效性，同时探索受访者如何主观看待这些体验，从而寻求中国画教育对

儿童心理幸福感及未来个体发展的影响与意义。总结当前研究成果及局限性，并探讨少

儿中国画课程未来改进方向以及艺术教育的新思考。

针对研究一、二、三所有结果进行了综合讨论与总结，并尝试提出相关建议供参考。

同时探讨传统视觉艺术教育在现代教学中的功能和影响。本章主要以总结和展望为主，

同时介绍了研究伦理及限制。

第一节 小结

根据不同研究问题所采用的适宜研究方法，数据收集与分析方式会有所不同。分析

结果为最初的研究问题提供了答案。本研究旨在回答三个核心问题：1. 少儿中国画课

程是否有助于小学生心理幸福感的提升？2. 这种心理幸福感的提升对个体发展及未来

成长将产生何种影响？3. 少儿中国画课程在未来有哪些改进之处？通过混合方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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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有效地回应了这些问题。

针对第一个研究问题，我们提出假设，并采用量化研究方法比较干预组前测与后测

之间的显著性变化。结果表明，少儿国画干预组整体主观幸福感显著提升，对 EPOCH

五项积极情绪指标（参与度 Engagement、坚持 Persistence、乐观 Optimism、联结

Connectedness 以及幸福感 Happiness）均有所改善，其中 Happiness 的提升尤为明显。

尽管评价方式与传统少儿中国画课程存在差异，但每位儿童具有独特特点。如果能够实

施更长期的少儿中国画或其他艺术课程，将可能使即将进入青春期的儿童获得更加稳定

持久的心理幸福感。此外，在艺术培训机构层面的干预存在一定局限，如果今后能结合

学校和家庭共同提供更全面的艺术教育方案，将有助于应对日益严重精神压力下尚未进

入青春期儿童群体，从而保护他们心理健康，为个人建立良好的生活状态奠定基础。因

此，可以得出结论：少儿中国画确实能够显著帮助儿童建立更稳定情绪，提高整体心境。

从数据显示出的显著性差异来看，根据提升幅度排序发现 Happiness 提升最明显，

而 Engagement 则相对不显著；总体而言，主观幸福感得到最大程度提高，其次是学习

国画对于积极情绪维持的重要作用，再者是联结方面亦显示出显著帮助，而乐观态度及

参与意识也对此产生正面影响。

本研究量化部分首次为中国大陆地区关于书法教学效果评估提供实证支持，尽管存

在一定局限，但仍标志着重要进展。首先，EPOCH这一青少年幸福感测量工具在本次

研宄中再次得到验证；其次，该问卷信效度、一致性结构等均已确认，各因子间互通稳

固且连贯，是行之有效且具科研价值的一环。此外，该问卷适用于我国青少年，可继续

推广应用。

影响心理幸福感相关五个要素总体呈现正向关联。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这些要素

在中国少儿国画干预中的效果排序虽皆达统计水准，却各具差异。例如，自我感觉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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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成为关键因素，其次则是坚持力、人际联系、乐观态度以及主动参与意识。这种高

度相关性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如何通过教育强化自我满足，以促使青年群体获取更佳福

祉人生。

研究问题二作为研究问题一的补充，探讨干预组前后测提升变化的数据是否具有重

要性，以及实验组儿童主观心理幸福感的提升机制和少儿国画课程的实施效果。针对

18 名参与实验的小学生及 3 位授课教师进行访谈，并结合实地观察与国画机构课程设

计资料收集，我们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数据进行编码，从中提炼出少儿中国画对小学生

心理幸福感影响模型。该模型表明，少儿中国画主要通过人格修养、情绪发展和认知能

力三个方面来提升小学生的心理幸福感，这一发现是本研究的重要意义所在。

少儿中国画课程确实为美术教育和积极教育提供了更多元化的思路与实践依据。通

过质性研究方法，我们证实了少儿中国画在有效提升儿童心理幸福感方面的作用，并发

现这一提升源于儿童的人格修养、情绪发展及认知能力等因素。因此，中国国画教育应

关注每个独特个体，以“以孩子为中心”的方式实施因材施教；同时，需要提供更多系

统化的积极体验，并综合考虑社会文化语境因素，以营造良好的集体环境。期待未来少

儿中国画教育能够帮助更多儿童建立积极主观幸福感，同时促进他们在人格、情绪与认

知方面全面发展。

研究结果显示，画国画确实使孩子们专注并沉浸其中，甚至产生心流体验。在完成

国画课程后，他们的情绪变得愉悦且稳定；此外，中国少儿国画不仅有助于提高孩子们

的心理幸福感，还促进其认知与人格的发展。受访者普遍反映愉快心情来源于多个因素，

包括：1. 对绘制国画不同程度上的喜爱；2. 专注于创作过程；3. 技法、构图及造型上

的客观进步；4. 自我创作带来的参与感；5. 对中华审美文化自信等。从总体来看，根

据受访数据分析可见，儿童心理幸福感提升显著影响其人格修养、情绪调节以及认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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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发展，这些效应既明显又深远，与文献综述及假设一致，也表明艺术活动在促进青

少年心理健康方面具有积极作用（Zarobe & Bungay, 2017）。此外，不容忽视的是课程

内容设计合理性以及教师及时指导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以心理幸福感为核心目标而推动积极情绪发展的策略，对儿童个人成长

至关重要。这些研究结果也符合杜威理念，即艺术不仅是一种情绪表达，更是内省与反

思的重要教学机会。

研究问题三：未来少儿中国画教育有哪些改进之处？本研究表明，作为传统绘画课程的

少儿中国画在提升儿童心理幸福感方面具有显著成效，这一效果主要源于认知发展、情

感表达和全面发展的相互作用。同时，这是否意味着其他美术课程也可以作为干预手段

显著提升儿童的心理幸福感呢？笔者相信答案是肯定的，但如何确保少儿国画课程顺利

展开还有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在少儿国画课程设计中，传统内容与不同年龄段儿童兴趣相关联，直接影响

其主观体验。这种关联性对儿童参与度及心理幸福感有重要影响，因此需要在实践中不

断探索与改良课程内容。遵循艺术教育家罗恩·费尔德“儿童心智成长”理论，应尊重

儿童个性并鼓励自由发挥，使得课程既满足教学评估要求，又深受学生喜爱，从而增强

其创新性和实用价值。然而，目前国内少儿国画体系尚未完善，需要与时俱进。需要借

鉴艾斯纳为代表的美国教育家提倡的以严谨的课程设计实现少儿中国画课程作为一个

学科的自身价值，

第二，国画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对学生进行因材施教、启发

式创作以及情感支持，这些因素对作品质量和学生主观体验均产生显著影响。可以借鉴

杜威“儿童中心论”的观点，关注儿童个体自然发展的需求，以优化学习过程中的经验。

因此，相应的教师培训支持亟需发展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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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对于少儿国画课程评价体系而言，在传统师评基础上，应采用更开放的方法

融入自我评价、同伴互评及家长反馈，通过多方位评价激励学生。此外，还可通过更多

展示方式形成一个生态可持续的评价体系。

第二节 讨论

本小节将对干预显著性提升的结果进行综合分析与探讨，首先是有关小学生心理幸

福感提升的以往研究及其借鉴之处，这主要从积极心理学视角进行分析。近年来，越

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小学生的心理幸福感不仅影响他们的学习成绩，还对其社会交往

能力和情绪调节能力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在教育过程中关注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愈发凸显。其次，将深入探讨少儿国画课程与研究对象内因、外因及交互作用的关系。

这项分析将为少儿国画课程设置和内容提供新的启示与方法，以期待在教学实践中更

好地促进儿童全面发展。

一、少儿中国画教育需要关注独一无二的个体

通过本研究的实地观察可以看出，在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对每位学生实施单独

辅导、创作构思沟通以及课后点评等方式，反映了该机构在中国画教育中对个体发展

的重视。这种做法与“以孩子为中心”的工具论相符，强调尊重每个孩子的独特性和

创造力。在这种环境下，每位学生都能根据自身兴趣和特点选择适合自己的创作主题，

从而激发他们内心深处潜藏的艺术潜能。然而，在实际教学中，也可能存在教师由于

时间或资源限制，对部分孩子关注不够全面或深入的问题，这可能导致一些孩子未能

得到充分的发展机会。例如，有些较为内向或缺乏自信心的小朋友可能会因为没有得

到足够指导而错失展示自己才华的平台，因此，需要进一步优化师生互动机制，以确

保所有孩子都能够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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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画教学需要严谨的教学体系来支持积极体验

受访者数据分析显示，儿童对于自我创作内容表现出极大的乐趣，而注重自我表

达设计的国画课程能够有效增强儿童心理幸福感。传统少儿中国画教学多以技法教授

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本质论中通过严谨课程实现美术教育价值的重要观点。

但需批判性地思考的是，如果过度注重技法传授，不仅可能压抑孩子们天马行空般的

新奇想象，还可能使得课堂氛围变得僵化。因此，应在严谨教学体系基础上，更加注

重培养孩子们创新思维、自我表达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例如，可以引入项目式

学习，让学生参与到真实世界中的艺术项目，通过合作完成任务来提高他们的问题解

决能力，同时也让他们意识到艺术不仅仅是技巧，更是一种思想交流和文化传承。

三、少儿中国画教育需要积极集体与环境

本研究涉及的一家国画机构由齐白石曾孙女齐驸博士开办，每年她都会亲自授课，

其中包括关于白石老人的鱼虾主题。有受访者表示，该主题课堂生动有趣，这表明教

师对主题理解及传授直接影响了孩子们对此类题材喜爱的程度。此外，该机构除了常

规学期课程，还设有寒暑假短期主题班，以及春秋季写生活动、艺术游学项目等，通

过这些丰富多样化活动，不仅激发了孩子们学习兴趣，也增强了他们参与艺术实践机

会。同时，通过定期组织作品参赛等活动，使得师生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氛围，有助

于建立一个充满活力且富有支持性的学习环境。这种集体活动不仅促进了同伴间的信

息交流，还有助于培养团队协作精神，提高社交技能。

然而，从批判性的角度来看，仍然存在集体活动形式大于实质内容的问题，即某

些活动虽然数量众多，但未必真正深入促进每个孩童全面发展的情况。此外，由于资

源配置的不均衡，一些家庭条件较差或者特殊需求儿童可能无法享受到同样优质的教

育服务。因此，在未来的发展方向上，需要更加关注如何优化资源分配，并探索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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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的策略，以满足不同背景儿童的发展需求。

借鉴并发展欧文·蔡尔德审美理论，包括外因论、内因论和交互论，以及结合工

具论和本质论观点，我们可以更全面地认识少儿中国画教育。交互论强调要全面考虑

集体、社会及文化语境因素与个体之间相互作用，这意味着在教育过程中应充分整合

各种因素，实现最优效果。但在实际操作中，各因素之间如何精准把握平衡与协同仍

是一个亟待探索的问题，例如如何利用社区资源加强学校与家庭间联系，共同营造良

好的成长环境。

这一理论模型同样适用于解读积极心理学相关理论：1. 内因论承认个体独特

性并培养其积极潜能，但在具体实践中，要准确评估并激励每位孩童所需的方法依然

面临挑战；2. 外因则提醒我们注意周遭环境对于个人发展的重要影响，如家庭支持

系统、学校氛围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等，都不可忽视。在此基础上，为实现更高效、更

具针对性的育人目标，各方力量应共同努力，加强合作，共建良好生态圈，为少年儿

童创造更加理想的发展空间。

第三节 总结

根据研究目的和问题，归纳总结少儿中国画对儿童心理幸福感提升的表现、儿童视

角的主观解读以及个体心理发展的影响如下：

一、少儿中国画课程作为外因显著促进儿童心理幸福感

在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背景下，少儿中国画教育不仅传授艺术技能，更成

为美育和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学习中国画，学生能够培养审美能力、提升艺术修

养，并通过绘画作品表达情感与思想，从而全面发展个性与创造力，提高综合素质（齐

驸，2023）。该课程涵盖了毛笔使用技巧及造型基础，包括写实与写意两大风格，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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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花鸟和人物等主题内容，同时具备“诗画结合”的独特特点。

少儿中国画教学是传统书法和绘画的延伸，其起源可追溯至古代蒙学教育中“书画

同源”的理念。苏轼曾点评王维：“味摩拮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这一观点强调了诗歌与绘畫相互融合的重要性。通过鼓励学生表达情感并将其融入创作

过程中，使他们更深入地理解并体验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从而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

感，并丰富精神世界，提高主观幸福感。

因此，在新的时代教育背景下，以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为代表的少儿中国画课程需要

不断打磨，与时俱进，以形成更加开放、多元且具有时代特色的课程，为儿童幸福感及

身心全面发展发挥更大的价值。

二、少儿中国画课程关注个体差异进行因材施教

本研究中的少儿中国画课堂过程体现了儿童心理幸福感逐步提升的发展轨迹。在此

过程中，需要关注不同个体，这符合蔡尔德审美心理学理论中的内因部分。总体而言，

儿童心理幸福感提升主要依赖以下三个方面：

（一）符合儿童审美认知与心理发展的课程设计

美术教育或视觉艺术教育以美术课程为载体，本研究所探讨的是结合孩子们绘图心

理特点的传统国画课。这一体系遵循孩子认知发展规律，通过实地考察及文献调研发现，

该机构经过 11 年的教学实践，不断迭代改进其教学大纲，包括分年龄编制目标及主题

内容设计等。因此，该大师级别审美教育体系已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版权保护，是较为

符合儿童审美认知和心理发展的优质国画课程，为本研究提供良好的基础。

国画在小学阶段具有一定优势，它能让孩子们体验到“似而不似”的稚拙创作，这种

模糊性恰好能够独特地表达他们内心思想与情绪（董伟, 2017）。例如齐白石老人的花

鸟虫草作品展现出对微观世界敏锐洞察，非常适合少年学习。他简练概括用笔使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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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韵清新且富有童趣，因此对于初识国画的小朋友来说，此类临摹十分友好。此外，中

国水墨技艺千变万化，其构思率真夸张，非常契合孩童认知水平的发展需求，让他们可

以自由表现脑海中的奇思妙想。同时，“写意”风格赋予了作品深刻含义，而绘图结合

诗词则进一步丰富了这种意义，使得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传统文化熏陶，自然而然

提高自身修养（张东颖, 2016）。

从 18 位受访者了解到，他们对国画学习充满热爱，如：“鱼虾水族”、“喜欢蜻蜓”、

“水仙花很简单但感觉很好”等等。这表明，对少儿国画教育应从实际出发，在选择内

容上考虑孩子们喜闻乐见的话题，同时兼顾程序性的学习，以确保既传承精华又保留童

趣，让每位学生都能领略到国畫及其背后蕴藏的丰厚文化魅力。

此外，由于每位儿童兴趣爱好各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了解每个学生的个性

特点，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个性化计划，以满足他们多样化需求并激发潜能。

（二）自我认可与外部认可相辅相成

在美术教学中，自我认可和外部认可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可以通过建立完善多元评

价体系来实现。其中教师给予积极反馈是核心要素，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同时，

应鼓励家长参与评价机制，因为来自家庭支持被证明有利于提高儿童身心健康。此外，

还需引导同伴间互评以促进社会情绪发展，并实施过程性评价以关注学习过程，而非仅

限结果；最后，要尊重不同个体差异，通过分类方法进行差异化评价，引导创新潜能开

发（汤力维, 2010）。

本研究所在机构教师给予鼓励性的评价值得肯定，但家长参与度仍需加强，目前尚

未发现相关案例。在自我评价及过程性评价方面也显得随意，可继续完善多元化系统，

实现自我认可与外部反馈之间有效互动，从而进一步提升幼童整体福祉以及身心健康成

长。多尔（1993）提出，各方共同判断展开评估应成为协调过程。如果我们的目标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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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审美体验、促进人格健全，那么评估系统理应是一种开放式反馈机制。而罗恩费尔

德（1975）则指出，小学阶段艺术作品评估时，应着眼于多个成长领域，包括情感智慧、

生理反应、美学意识等，通过这些方式启发更多创造兴趣。

（三）参与机会与创造性自我表达的重要性

美术是被公认为培养创新意识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创作活动促使孩童重新组合经验

知识，因此必须提供充分自由探索、自我表达机会。不仅如此，这也是帮助他们实现个

人认识的重要途径。罗恩费尔德关于创造活动如何影响智力成长指出，对于小朋友而言，

美术不仅是一种表现形式，更关乎个人身份塑造。因此，美术课堂应该协助孩童展示真

实面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表现”。

总之，人类的发展成果往往取决于是否允许个人调整自己行为模式，而这正是推动

人格发展的关键所在。“自我表现”绝不是单纯模仿他人，而是在引导下激发独立思考

能力，实现情绪宣泄并享受自由创作带来的快乐。如图 6-1 所示，自我表现乃至模仿之

间存在明显区别。

在少儿中国画教育中，培养儿童的参与感和创造性自我表达的机会至关重要。罗恩

费尔德关于儿童创造与心智成长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深刻启示，并引导我们思考如何在

国画教育中实现这一目标。

首先，国画教育应强调儿童的参与性。为了让儿童更深入地理解和体验国画，我们

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法：一、设计互动式国画课程：除了传统的临摹和绘画技巧教学外，

可以加入更多互动元素，例如让儿童参与国画材料准备、选择自己喜欢题材进行创作，

或在完成作品后进行互评与交流。这不仅能够增加学习乐趣，还能提升他们的参与感与

自信心。二、利用多媒体教学资源：通过使用多媒体教学资源，如国画教学视频及名家

作品展示，让儿童在视听上感受国画魅力，从而激发他们对学习的兴趣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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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自我表现与模仿的比较

其次，少儿中国画教育应鼓励儿童进行创造性自我表达。为实现这一目标，我

们可以：一、提供多样化创作材料：除了传统毛笔、宣纸及墨汁外，还可为儿童提供水

彩、丙烯等其他绘图材料，使其尝试不同工具进行创作，以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二、

鼓励自由创作：在国画教学中，不应过分强调技法规范，而应鼓励孩子们自由表达情感

与思想。即使他们的作品偏离传统风格，也应给予肯定以激发其创造潜能和自信心。三、

引导艺术交流活动：组织艺术交流及展示活动，为孩子们提供向他人展示自己作品并从

他人作品中获取灵感机会。这不仅促进了艺术交流，还有助于培养审美能力及批判性思

维。

综上所述，少儿中国画教育需重视儿童参与感以及创造性自我表达机会。通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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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式课程、多样化创作材料、自主创作以及艺术交流等方式，我们能够为孩子们营造

一个充满机遇与可能性的学习环境，使其在艺术熏陶下茁壮成长。

三、少儿中国画教学具体实施过程是一个交互的过程

本研究通过实地观察发现，少儿中国画教学的过程是一个相互影响和交互感染的动

态过程，与所有艺术教育有着一些共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课程特点

关于少儿中国画教学与其他美术课程最大的不同在于其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

首先，在意境表达上，通过“诗画结合”来传达情感与意境，使得作品不仅仅是一幅图

像，而是一种文化内涵和情感体验的载体。其次，在造型风格上，中国画主要分为写意

和写实两大类，其中写意风格更符合儿童心理及认知发展的特点。这种风格允许孩子们

以较大的自由度进行创作，从而激发他们对艺术表现形式的探索。

此外，主题内容也多样化，包括花鸟、山水、人物等，这些主题不仅丰富了儿童学

习国画时所接触到的知识面，也使他们能够从中汲取传统文化精髓。在古诗词传递中的

人文修养，以及技法与构图中体现出的审美观念，都深刻影响着儿童在情绪表达、审美

趣味以及人格内化等多个方面。因此，不同类型的美术课程对个体产生差异性影响已被

众多研究证实，而这些正是交互过程中最重要的载体。

（二）教师特点

教师作为课程实施者和引导者，其授课经验、绘画水平、共情能力及沟通技巧在整

个交互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作用。许多研究指出，目前国画教学水平提升亟需加强师资

力量，这一点得到广泛认可。在课堂上，教师需要引导学生体验独特审美，并亲自示范

技法，同时及时解答疑问并纠正错误。此外，他们还应鼓励学生自主创作，并根据每位

学生所需表达内容进行有效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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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课堂管理中，教师需要关注不同孩子的发展进度，为他们提供适当指导。

例如，当看到某个孩子刚进入课堂时出现情绪波动，需要及时安抚，以帮助其平静下来。

这项工作要求教师具备高度敏锐性和综合素质，是一项复杂且富有挑战性的任务。一位

优秀老师不仅能在情感层面激励儿童参与，还能通过关注心理状态巧妙地促进其绘画技

能快速成长，因此成为提升儿童心理幸福感的重要环节。

在我所研究机构中，由于创办人自幼学习国画与书法，对师资培训及招聘标准设定

较高，因此能够吸引具有丰富经验的人才，从根本上解决了行业普遍存在的人才短缺问

题。然而，这并不代表整个少儿国画培训行业都达到如此高标准，各机构之间仍存在显

著差异，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如何提高整体教育质量。

（三）同学间互动

积极集体氛围不仅包括优秀老师，还涉及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同学之间相互鼓励与

欣赏，对于培养社交能力尤为关键。在一个充满热爱国画气息且保持独立思考空间、自

主交流环境下，同学们可以彼此滋养，共同成长。这种积极向上的班级氛围对于增强个

人信心，提高创造力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同时，通过小组合作项目或展示活动，可

以让学生们分享各自作品，从而增进理解，加深友谊，并形成良好的团队精神。

总之，一个特色鲜明且系统完善的少儿中国画课程，加之具备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

的优秀教师，以及积极向上的同伴群体，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效互动体系，使得该课程得

以顺利实施，大幅提升了儿童心理幸福感。这三方面缺一不可，但未来仍需深入探讨可

能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以便不断优化这一教育模式，实现更全面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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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展望

本研究是跨学科的混合研究，在有限的时间和篇幅中对中国画教育与关注儿童领域

的积极心理学都有所涉及。在当今全球教育提倡跨学科的趋势下，笔者对艺术教育结合

儿童积极教育作出以下几点展望，希望为以后的教育研究提供更多启示。

一、中国传统书画与现代教育相互促进发展

少儿中国画教育在当今艺术教育多元化环境中呈现出传统艺术与现代教学方法融合

的发展趋势。学习过程中，学生不仅能够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还能通过实践活动敞开

心扉拥抱这些文化元素。这种体验有助于他们建立自信心，并增强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

同。从长远来看，对国画及其相关课程进行深入调查，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小学生

群体独特的学习经验和情感分享，从而提升教学法。

然而，中国美术教育中的国画逐渐脱离“师徒传承”的方式，而转向西式现代课程

体系，这一转变虽然带来了结构上的完善，但也可能导致部分传统技艺和理念被忽视。

因此，需要在保持现代化教学框架的同时，确保将丰富多样且具有历史价值的传统内容

融入课堂，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融合。此外，目前少儿国画教材和教学体系仍显不足。

本研究机构所采用的教学体系尽管已获得国家版权局认证，但依然属于校外课程，并未

纳入国家层面的正式大纲。因此，有必要呼吁国家层面重视并完善少儿中国画教学体系，

使其早日实现规范化、系统化，以促进该领域未来持续健康发展。

二、儿童积极心理学多元化应用

通过本研究结论，我们发现儿童心理幸福感提升最关键因素在于分享与表达自我的

积极体验，以及来自集体互动产生的重要联结。这一点恰好契合了以往积极心理学研究

结果。如果我们将中国画课程作为一种干预手段，用于实施积极心理学实践课程，那么

这种新颖的方法是否会比目前已有方案更容易被家长、学校及社会接受？毫无疑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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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一有效工具引入到实际操作中，将为推动积极心理学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例如，

可以尝试将“三件好事”（three good things）这一广泛使用的方法迁移至儿童创作过程

中的自我评价环节，通过改进多元评价系统，让孩子们更加主动参与到自己的成长过程

中，为他们创造更多正向反馈机会，从而进一步拓宽积极教育发展的路径。

三、艺术教育对于儿童幸福感长期影响的重要性

本研究的一项重要发现是，少儿中国画教育显著提升了儿童主观幸福感，这表明美

术教育在培养下一代心理健康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此次研究收集样本量有限

且地域仅限于广东深圳，因此希望未来能够开展关于少儿国画课程对儿童幸福感影响的

长期跟踪研究。这类深入探讨不仅可以为艺术教育理论提供实证支持，也能积累宝贵的

数据资源，为后续相关领域探索奠定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艺术教育在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尤其是低龄群体时，其复杂性和多样

性不可忽视。由于较低年龄段孩子们认知发育尚不成熟，他们语言表达能力也相对欠缺，

因此数据收集工作存在一定难度。在此背景下，本次选择 9-12 岁具备较强认知能力及

语言表达能力的小朋友作为主要对象，是为了提高数据质量。但与此同时，更低龄或幼

儿园阶段孩子们同样需要科学严谨地进行相关课题探索，因为这对于人类全面发展具有

深远启示。因此，对于如何科学合理地开展针对更年轻群体之跨学科挑战，应成为未来

努力方向之一。

此外，中国当前关于艺术教育的整体科研水平仍处于相对薄弱状态，相较西方先进

科研方法应用甚少。目前常见的大多数文献综述以及访谈描述类型作品数量虽不少，但

量化分析却鲜有采用，同时质性分析亦缺乏扎实基础。要想使得我国艺术教育取得突破，

就必须加强科学严谨的方法论建设，提高数据分析技术水平，以便形成高质量、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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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新成果。因此，在推进国内外交流合作时，应鼓励提出富有建设性的创新问题，并

重视运用行之有效的方法来丰富我国艺术艺术领域内涵，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第五节 研究伦理

本研究涉及的小学生属于未成年人，因此需要充分考虑伦理道德问题，尽量减少参

与者的潜在风险，并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保持严格的伦理标准。在量化研究中，招募测试

者后需提前与家长沟通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同时在测前再次征询儿童的同意。参与者将

被告知其回答的数据仅对研究人员开放，并保证测试环境轻松无压，以确保不对未成年

人产生任何不良影响。如有任何不适，参与者可随时退出且不会受到负面影响。实验组

和对照组使用不同版本的知情同意书（见附录 1）。关于合作机构借山画馆的许可，已

签署相关参与协议（见附录 2），所有学生与教师均自愿参加。

质性研究数据收集过程遵循自愿原则，在受访者同意并知晓会进行录音后方可进行

访谈，如有任何不适也可以随时退出，不会产生负面影响。由于访谈安排在后测之后，

因此无需再单独签署知情同意书。为确保本研究符合严格的伦理审查标准，由于涉及未

成年人的因素，该项目已获得香港教育大学委员会批准（Ref.no.2022-2023-0465）。经

过借山画馆及授课教师的许可，同时也得到了参与者家长及未成年本人一致同意，如有

任何问题可随时退出，无需承担负面责任。

第六节 研究局限

本研究深入探讨了少儿中国画课程教学内容、流程等对儿童心理幸福感的影响。然

而，所得结果可能因参与者家庭背景、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以及学习其他艺术课程时间

长度而有所差异。本研究仅针对广东深圳地区的小学及某国画机构，因此结果仅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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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域，对中国大陆视觉艺术教育现状缺乏普遍性推断能力，仅能代表部分小学生通过

课程干预所呈现之效果。此外，由于时间限制样本量亦较为有限。如果以此作为切入点，

将来吸纳更多学校或校外培训机构加入，将能够获取更大样本量，从而提升信度与效度，

使之成为长期有效的研究。

同时，本次调查对象所涉少儿培训机构开办超过十年，其教学体系相对成熟且师资

稳定，并已申请国家版权保护。因此不能简单推断其他美术培训课程是否适用该结果，

但推广尝试是值得探索方向。

此外，本次数据收集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后的影响，一些艺术培训机构无法正常运营。

同时，人力资源和时间限制使得所收集的数据样本尚不足以具备足够代表性。如未来能

开展常态化跟踪调研，则将具有更高指导意义。

最后，本研究对象为 9 至 12 岁的小学生，在问卷和访谈中，他们可能难以精准表达

主观感受和体验，这也是整体群体的一项局限。然而，作为少儿国画课程主要用户，他

们对于个体差异解读的重要性依然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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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问卷星问卷设计

第一部分知情同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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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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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１４６

附录 2 参与研究同意书（个人&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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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学生访谈问卷

自我介绍个人信息展示，平时喜欢做什么自己独处的时候？以前对绘画 or 其他相关的

兴趣？自己喜欢 or 父母引导？

1、在这次暑假国画课程中，那部份的课程内容是最喜欢的？（破冰）

2、你会觉得很放松或者很开心嘛？（解析情绪）

3、在这个课程中是否更愿意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分享表达自我）

4、你有去尝试自己独立思考去解决课堂中的任务嘛？（自主探究）

5、是不是有一些特别酷的想法？（自主创新）

6、回忆一下课堂中有没有那种美的形式特别吸引你？（独特审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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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教师访谈提纲

国画教师访谈提纲：

1、介绍一下自己学国画的过程？教了多少年国画？为什么喜欢国画和选择教国画呢？

2、我们机构的孩子喜欢国画嘛？是如何给孩子引导的呢？能举例吗？

3、您觉得孩子们进步大嘛？您是怎么鼓励和肯定孩子们的进步的？

4、您了解孩子的进步分为主观和客观的嘛？不同年龄的孩子应该如何鼓励进步？

5、您觉得孩子们画画的时候专注享受嘛？您的课堂气氛是怎么样的？

6、孩子的访谈中描述频次最多的有“开心”、“放松”、“预约”，其次就是平静”、

“解压、”好玩“、”有趣“、“平稳”、“爽”、“全神贯注”、“沉浸”，您表示认可吗？

7、关于中国审美您觉得对孩子影响最大的有哪些方面？

8、孩子们对中国审美的描述您知道有哪些具体的描述吗？

9、孩子们自我创作的环节您是怎么设计和授课的？

10、您知道为什么孩子们最喜欢自我创作环节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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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漫画主题作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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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 教师访谈部分展示

受访教师评价表 1

受访教师评价表 2

老师 对于实验组的孩子是否喜欢国画的问题？

A

我觉得他们大部分都还是喜欢的。如果是针对上一期的国漫的主题，他们画起

来更加兴奋，这虽然是传统的工具，但跟他们的生活有相关，因为他们那个年

龄段会更喜欢漫画这种，他们画起来会更加激动。

B

首先是喜欢的，对于新报的学生，喜欢度没那么高，但是对报过第二次的，他

是知道整个过程和流程的，时间长，连续周期也长，他愿意坚持，我觉得就是

源于喜欢。

C
至少在我们这里画的肯定是喜欢的，而且还有很多没有尝试的，我觉得最大的

概念就是要改变大家的观念，你要真正看得懂中国画，要真正的了解。

老师 对于如何引导孩子喜欢国画？

A

国漫主题的话，他们本来就是比较感兴趣。课前需要先去了解他们感兴趣的人

物，课前也会沟通，会了解他感兴趣的点在哪里，给他们找关于他这个人物的

素材。当这一期是创作课的时候，所以没有百分百把画给弄出来，这是一个“临

创课”。上课遇到的难点，比如人物方面，在人物比例方面会有一点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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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受访教师评价表 3

B

看年龄阶段无论多大，我们首先会给他介绍材料，国画材料比较有意思的就是

它的材料不一样，比如说生宣熟宣，毛笔遇水在纸上划过的痕迹是怎样的，控

制笔墨之后又是怎样的，颜色和颜色之间，特别是对于小朋友来说，比如说蓝

加红色等于紫色，这对他来说本来就是一个“变戏法”的事情，会很吸引他的

注意力。国画画简单的东西会特别出效果，比如说西瓜，一笔两色，很快，但

是如果用铅笔再涂色，这个过程会比较慢，但是国画就会很快，让孩子比较快

速的建立他的成就感，这样就会慢慢的喜欢上。

C

从教育的方式上要去改变。我们要符合孩子每个阶段的，他的这种思维模式、

视觉特征，然后去引导他，使用中国的这种传统工具，怎么样去表达自己。其

实你说他在六七岁、七八岁，他要不要去表达君子的高洁，他为什么不能去画

平时生活中很喜欢的零食，他最喜欢吃汉堡，为什么不能画汉堡，他代表着这

个时候，可以赋予它某一种很特点的，我这里只是打个比方。这个笔墨当随时

代，我们学习的是古人的精神，或者古人去使用工具材料的经验，但实际上最

终还是表达的现代人的思想，孩子也一样。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不要

认为孩子是没思想的，孩子也有很多要表达的东西。”。

老师 关于老师们如何评价孩子的进步

A

我个人感觉，现在小孩都很聪明。因为他们知识面很广，学东西特别的快，我

这边的孩子也是比较大，他们的进步是很明显的，我能给他们点个赞的。

从长远上看，肯定是进步比较大的。因为他每天都在学习新的知识，我们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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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受访教师评价表 4

老师 关于如何鼓励和肯定孩子们

A

每个孩子性格不一样会有不同。会阶段性的去给他们一个评价，因为大的孩

子，很难说我以这张画和另外一张画作对比，更多的是从这个阶段的画面和

另一个阶段的有什么差别，或者是哪里做得更好了，我会比较直接的夸赞他，

也会根据他们的个人性格来。因为有的孩子可能需要你每节课都去夸他，去

表扬他，肯定他。可以坚持的去往下画。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方法去鼓励他

们，他们可以参加考级和比赛，这种赛事也是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让他们

能够坚持下来。

鼓励方面，在肯定孩子的时候，我会在细节方面去夸他，让他知道进步的点，

比如说“我发现你的线条好像比上一次稳多了”“这次颜色搭配好好看，我

都没有试过这样子搭配的，你又教了我”“以前你画东西都小小的，今天你

B 个主题，包括接触的主题不一样，但是也是一个巩固的过程。我们虽然说主题

不一样，但是技法是一个轮回，它也会从中有熟能生巧的变化过程在里面，那

熟能生巧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C

在我看来，这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大家说的都是技术上的进步，还有一种就

是孩子觉得在这中间获得了乐趣，学到了一些他觉得之前不懂得的知识，比如

说在国画里面认识了一些花卉，虫草，知道了一些艺术家他的生平、思维观念，

这些是一些看不见的东西，会对他产生一些影响。技术上的进步是大家都看得

见的，我对于孩子的进步是这样看的。



１５６

B

怎么那么厉害？开始大胆放大你自己的优点了，你也发现画画是你的优点了

吗？”这样会给他一个明确的方向。教小年龄段的时候，很多时候可以用肢

体语言来夸，比如说给他一个拥抱，摸一下他的脸，他都会很开心，孩子对

这种肢体语言感受力会更强。八岁以上的时候，可以通过语言上的鼓励，多

夸他们用色，因为这是他们最能直接感受到的。到了十岁到十二岁的时候，

他们更多的是想知道自己有没有掌握这个技法，从技法上去夸。还有就是告

诉他怎么去评判或者是观察自己的画，调整自己的画，更加的理论一点，更

加学术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外在的，学校的比赛等等，出一些黑板报，每一

次在学校比赛或者是考级，主观上他就已经认定自己确实是进步。这样的例

子挺多的，有一些孩子不要说画不完，他连坐都坐不完，这个时候，对他的

要求就有所变化，今天宝贝比之前多专注的十分钟，比如说他之前只能坚持

一个小时，现在不得了了，可以坚持一个半小时。从另外一种专注度去夸赞。

C

我是真的觉得每个孩子都是好苗子，就看谁愿意在他身上花多少时间找

到他的契合点，这个很重要。有些孩子接受能力特别强学的很快，一两年就

已经初具规模了。但有的孩子也有可能学三四年、五六年也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突然有一天就有感觉了，这种我也遇到过。就是要很真诚的去沟通这个

问题了，他觉得自己不好，我觉得是挺好的。我们中国不是一直有这种知耻

而后勇，你觉得自己很好那还去哪儿进步？他才会不断的去学习，这个有一

个年龄阶段就是特别明显。小年龄阶段的他总觉得我表达的就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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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教师评价表 5

老师 关于孩子们上课专注以及课堂气氛方面

A 在我的课堂上是比较放松的状态，也会有个别的孩子带着情绪来的，可能因

为当天某件事情导致的情绪会有点波动，但是进入课堂的话，慢慢通过画画

可以把这个情绪转移出去了，分散了，至少静下心来画一幅作品，不管说画

的好还是画，至少他的情绪会慢慢有一个转移，能够看得到孩子的变化。

B 我们三个小时的课，孩子们画画的时候相对比较专注，当然中间也会有休息

的过程，因为时间比较长。他们画画的时候，男孩子班人比较多的时候会比

较活跃，女孩子班多的时候就会更专注一点，我现在遇到的情况是这样的。

不过孩子不专注，关键看老师怎么去引导他，发现他不专注的时候就要提醒

他。自己也会注意到，跟上节奏，慢慢的就会回归了。

C 我上课的时候，应该是属于课堂纪律还算是比较好。我的课程中，孩子年龄

阶段比较大的，大概都是九岁以上的孩子，对我来说希望在短的时间内对某

一种技法或者认知有突破。比如说画水竹，对水墨的理解以及对从实物转化

到水墨，我希望他们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从写实转化到这种大写意的状态，它

是如何一步步转化来的。比如说画花卉，我希望能够告诉他们，我们中国画

对花卉的表现的技法的来源是什么，它的观察方法是一种什么样的观察方法，

先看外型再看细节，会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在里面。我通常安排课程会比较

紧凑，每一个点有一个小目标要达成，不会让孩子觉得三个小时很拖沓。比

如说画长卷的时候，在前四十分钟必须要完成前面的某一种花卉的描述，到

某一个节点的时候，要跟老师讲一下画什么程度，你是怎么理解的，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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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画，这是一种方式。我喜欢把这个节奏先编排好，让他们在里面能够一

步步学习。总的来说，虽然画画是兴趣，但它其实跟其他的学习一样，因为

涉及到技法会有难度。就像现在小孩子为什么不能上网课，他们自学能力还

是很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引导。过程的把握，节奏的把握，还有成果的检

验，必须要通过这些步骤，让他在规定的时间内，接受某一种技能。

受访教师评价表 6

老师 关于国画课对于孩子们中国审美和文化认同的影响

A

一个是他们的品行，还是会有影响到孩子们的言行举止。至少在学国画的课

堂里面，不会呈现说脏话或者是不文明的动作，在这一方面还是有帮助的，

像介绍课程的话，不是向我学习他，而是向大师去学习。我们会了解很多大

师的设计和经历，这个都可以告诉孩子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价值观。

B

我觉得是品性，国画里面很多时候是托物言志，它只是寄情于山水、花鸟、

鱼虫之类的，最终只是想表达画家的情趣、意趣在里面。他们记忆最深的点

是明代的一个画家八大山人，他画所有动禽类都是翻白眼，他们记忆就很深

刻。而且跟他们讲八大山人的生平之后，他们记忆更深，自己不开心了也学。

还有齐白石类似的课程。他日蚯蚓两个小孩子在捉一个蚯蚓，在争蚯蚓，可

是长大之后他们再次看到蚯蚓，就会呼唤同伴过来一起吃，不会吃独食了。

就告诉他们人都是通过后天的教育慢慢长大，我们也是在发展中的。他们就

会知道，画这个东西，不仅仅只是在表达一些层面上的东西，还有深层的意

思。有的人也喜欢配色，有的小朋友喜欢山水的主题，喜欢什么简单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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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于中国审美还是停留在视觉的层面，咱们老师已经对于中国审美的认

知，更多是到品德修养和心性的层面了。

C

这个也分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首先看得见的小孩子都喜欢五颜六色，但是随

着他对中国画了解，越到后面越喜欢水墨，越喜欢清扬，我们说的这种气韵，

还有意境，它会逐渐的进入到一种中国的审美方式上来，这个对中国的哲学

有很大关系。虽然对小孩子来说还不了解哲学，只是从视觉上去感受，比如

说我们中国画的留白，水墨匀染这种自然的感觉，中国人自己使用的方式，

比较追求这种清淡水墨。我觉得对水墨的理解，真的是中国人非常独特的感

受。我们经常会看到那种视频，一滴墨滴在水里面它散开的墨韵的感觉，中

国人喜欢从自然、本真的物象上面去感受某一种审美的关键，这个是我们中

国文明长久以来，它的社会文化哲学形成的审美体验。所以我们小孩子经常

喜欢说“血脉觉醒”，我觉得一点都没错，这种东西是千年以来，融入我们

骨髓血液的，你说让一个外国人来理解这个很难，但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就

是很容易的。小孩子到一定年龄就会理解这个东西了，包括山水，包括我们

说的花鸟它那种不同的审美体验。”

受访教师评价表 7

老师 如何引导孩子自我创作环节

A

这边的体系是写生临摹和创造结合的，像这次的创作课，引导他们去提前了

解一些喜爱，日常相关的，他自己身边的东西，我们也非常鼓励加入这个元

素。因为创作课的话，每个人追求画面是不一样的，表达方面，每个人表达

的东西也不一样，课堂里面更多的是老师帮助他们，一幅画怎么更好的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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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他们所想的，在构图色彩方面给他们一些引导。

B

我们一般也会给一个大的主题，像暑假动漫，动漫分为日式或者美式和国风

版的。老师会在上课之前提前打印一些动漫，让他们展开自己的思路，不是

为了限制他们，也是为了开拓他们的方向。有一些孩子是比较内向的，是不

善于去创作的，他会更善于去临摹，有一些会更善于创作，每一个孩子特性

不一样。引导了之后，他就会知道，原来我还可以画跟老师不一样的其他的

东西，之后会用限定时间，那十分钟到十五，让他们把自己想画的先写下来，

比如想画动漫的哪个人物，哪个主题，要表达什么元素，画面里有什么东西，

你先写下来，自己先规划一下自己的画面，之后老师会让他们用铅笔进行一

个定稿。把自己最喜欢的元素先表达出来，之后老师在巡场的时候，会观察

他们的构图，给他们提出一些建议和引导。或者自己想表达那样，但是自己

画不出来，这时候老师就可以教他们，或者是提供一些素材给他们，帮助他

们做一些引导。定好稿子之后就是复色和勾线，你的画面里尽可能呈现更丰

富的线条质量。色彩的话，让他们有对比的关系，乱了就会提醒他们，因为

每个人都画的不一样，老师是没有办法一一作示范的，但是可以提醒他，你

可以用到哪些技法，如果实在画不出来的，也会在另外一张纸上跟他们作示

范。最后就是调整画面，怎样让自己的画面脱颖而出，调整是比较难的，我

也会教他方法。从近看到远看的区别，再从整体到局部的观察，然后补你自

己画的不足，增添不一样的小东西，有自己的小心思都可以。

我们创作一般是这样子的。举一个例子，我们会有一个关于白石老人的画作，

我们中国人这种勤俭节约的思想，白石老人画过一个“算盘图”，我会让孩

子们去想，白石老人说发财各种各样的方式，我们中国人最好的方式是精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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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细算，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工具用好，精打细算。像六七岁的孩子，对他们来

说，那你们觉得现在怎么样精打细算，大部分的小孩都会考虑到，要用计算

器，还要一支笔，因为要写。还有一些小朋友会在旁边画一个数学书，那我

数学学好了才能精打细算。所以我们这种创作会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它可

能会注重现实和思想的表达，还有一些内容的联想，包括文化的创新，文化

的“当代化”，这个文化仍然还在，我们中国人仍然讲究勤俭节约，精打细

算，只是我们现在用什么方式去表达，就像现在已经完全不用算盘了，那小

孩子会用什么方式去表达？仍然还是一种文化和思考的在视觉上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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