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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家庭动力绘画是绘画治疗的一种，其原理是投射性的绘画测验。它通

过简单指导语引导儿童进行主题绘画，借此考察家庭和儿童之间的关系。家庭

动力绘画已经在各类型家庭中进行了考察和应用。基于此，本文对家庭动力绘

画的概念、历史渊源、工具介绍以及在亲子关系领域当中的应用及其不足等方

面进行综述，希望给未来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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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儿童是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成长的，而家庭作为儿童早期最主要的生活

场域，它在儿童健康成长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1］。为了更好地

考察家庭和儿童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使用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即

家庭动力绘画，来了解儿童对其所处家庭环境的心理感知。家庭动力绘画常运

用方便、简单、不受语言限制的指导语引导儿童进行主题绘画。由于家庭动力

绘画测验很好地适应了儿童自我表达的一般规律，能够最大限度的降低了儿童

的防御机制和抵触心理，因此深受到儿童的喜欢。借此契机，它可以鼓励儿童

更多地表达自己对亲子关系的感受［2］。

2  历史渊源

绘画测验的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心理动力学，弗洛伊德认为艺术创造（包

括绘画）可以将潜意识的能量及意向，经由潜意识传递到艺术作品上［3］。而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家庭动力绘画就已经作为儿童评量的工具了，又因为

其原理是投射，所以投射心理学家根据实际需要提出了一些图画的变体，Appel

（1931）首先提出了可以用“画一个家庭”的方式来了解家庭成员互动的信息。

其后 Hulse（1951）首先介绍儿童的家庭绘画“画一个家”（D-A-F），主要研

究家庭绘画中的整体表现，探讨其所表现的冲突现象。但 Hulse（1951）仅要求

儿童“画出你的家庭”，用简单直接的家庭绘画测量一些精神病理问题的家庭，

尽管这种测量技术可以获得一些有用的信息，但是这种方法相对静态和僵化［4］。

针对这一问题，Burns 和 Kaufman（1972）发展了家庭动力绘画（Kinetic 

Family Drawing，K-F-D）。在指导语中强调“动态”，动态（Kinetic）绘画评

定是一种新绘画任务形式，它要求被试画人在做某事［5］。研究者要求儿童

“画一幅包括你自己和所有家人在做的一些事的图画。试着画出整个人而不要

画卡通或者筷子形式的人。记得让每个人在做一些事情，必须要有一些动作。”

个体画出家中成员是正在活动，或是做些什么，这些内容大大地丰富了以往的

家庭画的表达。家庭成员彼此间的家庭动力（Family Dynamics）关系通过动态

（Kinetic）特征得到了更淋漓尽致地表现。



·606·
家庭动力绘画在亲子关系中的应用探索 2020 年 9 月

第 2 卷第 9 期

https://doi.org/10.35534/tppc.0209045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tppc

随后，Burns 和 Kaufman（1972）在儿童治疗医学中心收集了一万张关于家

庭动力绘画作品并进行了分析，发现绘画中人物动作是富有意义的，这关系着

个体在家庭模式中的自我显示。在 1972 年，他们在第二本书中讨论了绘画中动作、

样式、象征符号的意义，阐述了家庭动力绘画与家庭互动的关系［4］。

3  工具介绍

家庭动力绘画是绘画治疗的一种，其原理是投射性的绘画测验。要求来访

者画出自己家人，并且展示出每一个家人都在做什么。其不仅是家人的罗列，

而且是家人之间关系的展示［5］，研究者在收集好绘画作品之后会依据计分指

标和后期的访谈对其进行赋分和分析。具体指导语、指标、信效度具体如下：

3.1  指导语

请你在白纸上画出你家里的所有人，也包括你自己，而且每个人都要在做

一件事情。画完后，请大家在每一个画出的人物旁标出这是“谁”、在做什么。

现在大家有 20 分钟的时间来完成这幅画［2］。

3.2  计分指标

关于计分指标，诸多国外学者在多年的研究和实际运用过程中归纳出五个

计分指标分别为人物行为、风格样式、象征符号、身体特征、格局，后来家庭

动力绘画传入国内，国内学者结合本土文化及本土儿童的特征不断丰富其计分

指标，具体如下：

Burns & Kaufman（1970）指出家庭动力绘画（Kinetic Family Drawing）指标

有五个，一是人物行为（Action）指儿童家庭动力绘画中儿童与他们的家人所进

行的活动和特定动作。这个指标可以呈现家族成员间的家庭地位、关系和角色；

二是风格样式（Style）指绘画中是否出现区隔、沿底部纸边画和封闭式画法等等。

其中不同的风格代表了不同的情绪内涵与关系；三是象征符号（Symbols）指图

画中的花草树木、动物、用具或者家庭生活用品等等。这些象征符号都隐含家

庭间关系的意义和防御机制；四是身体特征（Physical characteristics）指人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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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比例、手脚长短、摆放位置、被省略的部位和家人等等。这个表现形式可

以窥视绘画者内在情绪、家庭关系和智能等等；五是格局（Grid）指家庭成员的

间距和位置等，可以呈现出家庭成员的心理距离、依赖和关系性［4］。

国内外不少学者如范琼方（1996）、Malchiodi（1998）、严文华（2003）

等都将 Burns ＆ Kaufman 的家庭动力绘画测验工具运用到了自己的艺术治疗临

床研究当中［5］。我国台湾学者范睿榛（2009）和曾雅薇（2009）依据 Burns

和 Kaufman（1972）的《家庭动力绘画中的动作、样式和象征符号解说指引手

册》（Action，Styles and symbols in Kinetic Family Drawings）以及 Knoff（1985）

所发展的《家庭和学校动力绘画系统评分手册》（Kinetic Drawing System For 

Family and School Scoring Booklet）中人物行为、样式、象征符号、身体特征

以及格局五个指标为基础，参考 Burns（1982）和 Anderson（2004）的研究，

加之文化考量的差异，编制了家庭动力绘画测量的计分指标［4］，具体内容

如表 1 所示（见表 1）。

表 1  家庭动力绘画相关意义解释

Table 1  Explanations of the relevant meanings of family Dynamic painting

家庭动力绘画的表现 可能的解释与心理表征
动作 母亲的动作 煮饭—可以满足孩子养育需求的母亲形象

清扫—强迫性的母亲，视房子重要性打过家庭成员
烫衣服—过度干涉的母亲，强烈想要给孩子温暖的
母性活动之一，代表儿童对爱与隶属的强烈要求。

父亲的动作 开车或在工作—被视为舍弃或家庭的局外人，而非
不可或缺的人物
可能表示父亲远离家园或儿童对他的怀念
切、割、剪—视父亲为“粗暴的”或怀有阉割恐惧
或希望父亲变强壮

样式 隔离或区划式 强烈的情绪压抑与困扰退缩、疏离
家庭内出现高度紧张与分裂的人际关系因而存在强
烈的不安与恐惧

封藏或简化 未能与他人保持开放态度，而将自己或他人关起来，
表示强烈的不安，以寻求内心释怀转移
将自己孤立于威胁的人物之外，或排除威胁人物

人物底下划线 与此人关系不稳定
寻求结构、环境的依赖

在底部画线 为家中不稳定与压力提供稳固的基础
在顶部画线 高度焦虑或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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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动力绘画的表现 可能的解释与心理表征
格局 自己较小 自我概念贫乏、觉得自己不重要

较内向、抑郁或情绪不稳定
自己较大 优势地位，觉知自己的力量或被或被攻击，对权力

有较强的需求
缺乏内在控制或不成熟

人物的相对距离 自己最接近的人 暗示儿童喜欢那个人，渴望从其身上获得更多的关注
远离家人 传达的情绪的紧张、忧郁、缺乏自我接纳，拒绝家

人或被家人拒绝、人际技巧贫乏
象征符号 与水有关 与个体抑郁沮丧有关

太阳 人物倾向太阳—象征个体需要温暖与接纳
人物距离太阳很远或背向、不倾向太阳意味着个体
被拒绝的经验与感受
涂黑—与个体抑郁沮丧有关

蝴蝶 象征个体寻求幻想中的爱与漂亮 
花 代表美好的爱与成长的过程，一种期望着一种被爱

的象征
热度、灯光、温
暖等象征物表现

火—通常是生气愤怒与需要温暖（一种心理关爱）
交织而成的挣扎呈现，以热度、灯光火温暖来平衡
内心渴望与被爱
灯光或电灯—个体曾经有被剥夺关爱的经验，一般
父母、离异、继父、母生活或是被师长、父母隔离
的小孩有此现象
熨斗与太阳光—个体在渴望爱与温暖、尤其是心理
上的需要而挣扎会用熨斗或太阳光来装饰或描述其
所渴望的对象

特殊表现 省略自己 负向自我概念
被家人拒绝、孤立或遗弃

省略他人 对此人物的拒绝、漠视，无法直接表达对他的敌意
增加他人 可能显示三代同堂家庭的亲密

额外的人物可能显示家庭的分裂
过度擦拭 矛盾冲突或强迫行为，对自己不蔓延或自我期许过高

黛·利奥在相关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概括性的指导方针来解释家

庭画如下表 2 所示（见表 2）。

表 2  解释家庭画活动中的元素

Table 2  The explain of the elements in the family painting activity

大小 最重要的人往往画得最大且最先画
位置 儿童把自己画在离喜欢的父（母）亲或者兄弟姐妹最近的地方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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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 儿童可能把自己画得与自己关系最亲近的人很相像
省略 在画中不画自己或某些家庭成员意味着不满足、生气或拒绝
分离 儿童若感到别遗弃，则不会把自己跟别人画在一起，并且最后才画自己

表 1 和表 2 提供了家庭动力绘画中适用的分析以及可能性解释，可协助我

们理解隐含在儿童绘画中的个人认知、情感冲突等所可能蕴含的心理层面意义。

然而，解释意义并非与对应指标是绝对的关系。大部分研究没有将构成家庭动

力绘画各个要素进行明确的解释，因为投射测试的特定部分所表示的意义并非

一对一的解释关系，而是相互综合关联起来的［5］。

3.3  信效度

家庭动力绘画手册由来访者绘制的 137 幅画组成，而研究者对这些图画做

出有效性评估面临的困难就是缺少与其他心理测评相对比的标准。目前，许多

学者仍在尝试运用其他测评标准进行验证和研究。范琼方（2006）对相关研究

的整合中，她发现 Mcphee 和 Wegner（1976）进行了 KFD 的交互评估信度的研究。

根据五位 K-F-D 研究员在研究中的情绪困扰和正常儿童所画家庭动力画中样式

上的表现，其信度平均值为 0.87。而 Cummings（1980）的对 K-F-D 的信度研究

中，由两位受训过的男性和女性施测者对特殊儿童和一般学生的家庭动力绘画

进行评分工作，结果显示评分者信度平均高于 0.97。但五周后中的再次测试中，

这些测试者表现出的信度不稳定，这表明 K-F-D 评估的是受测者暂时性的状态，

而非持久性人格特质［12］。

在家庭动力绘画的效度研究中，研究者的态度出现分歧。Johnston（1975）

证实儿童来自圆满的家庭与父母离异的家庭，在家庭动力绘画的表现上有很大

不同［8］。Heineman 的研究也证明一些情绪困扰的儿童在 K-F-D 的样式表现

中有区隔式表现的效度研究。Schornstein 连续发表运用 K-F-D 技巧识别被虐待

儿童的心理表现。其他的支持性研究如 Annunziata（1983）发现来自离婚家庭的

儿童比一般家庭的认同在家庭动力绘画中较容易呈现象征情绪性的内容，离婚

家庭的儿童对家庭成员的描绘比较不精确。Veltman 和 Browne（2000）以心理专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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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员和教师为研究对象，让其从儿童的绘画中区分是否有受虐事件，结果发

现两个群体在分辨中无显著差异，但 KFD 的使用比 FKD（Favourite kind of day 

drawing）更加可靠［4］。

在效度研究的反对面中，Holtz，Brannigan 和 Schofield（1980）运用 KFD 研

究人际距离的测量，发现自己和家人距离在绘画人物距离与心理距离量表这两

个标准尺度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因此他研究者推测 KFD 中的测量距离只是理想

的感情亲近，而不是目前的感情亲近程度。范琼方、吴武烈（2001）提出的 K-F-D

再测信度与情绪状态上的相关并不明确，但在人格特质与家人互动的是关系探

究上却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指标［4］。

4  家庭动力绘画的应用领域

4.1  不同家庭形态的应用研究

目前国内对家庭画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不同的家庭形态的关系，且大多集中

于单亲家庭与双亲家庭的儿童、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亲自抚养儿童和隔代

抚养儿童的比较，并对其绘画表现进行了研究，但是对一般性家庭儿童的家庭

动力绘画的表现方式缺乏分析总结。

谷敏（2014）和邓蕾（2019）都对单亲家庭和双亲家庭的初中生的绘画进

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单亲家庭与双亲家庭初中生在符号特征、绘画态度、人物

动作等都存在差异。例如：在象征符号上，单亲家庭的学生常将人物省略数个，

部分会出现动物陪伴，较双亲家庭经常会省略父母和自我像，存在过度防御与

掩饰心理；在绘画态度上，在绘画中单亲家庭子女更常出现较重的笔触和反复

擦拭重画的情况，或者不画或者不写任何感受，存在精神动力过高、情绪焦虑、

压抑等倾向，而双亲家庭学生则画出了更多得细节；在人物动作上，大多数双

亲家庭学生在人物动作上较具体、生动，常常是家人一起在做事情，而单亲家

庭学生人多数会画物体、例如电脑、书桌、柜子等，有时会把自己画的很小。

无论在单亲家庭还是双亲家庭里，学生绘画呈现的亲子关系很少有亲密的互动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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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丽（2016）和张敏（2019）分别使用家庭动力绘画研究留守儿童心中的

家庭关系，并对所收集的绘画作品进行数据分析，并对形成留守幼儿和非留守

幼儿家庭动力绘画中的差异从心理因素的角度进行讨论，依据讨论分析得出如

下结论：a留守幼儿家庭中人物互动较少；b相比于非留守幼儿，留守幼儿更

容易区画自己；c留守幼儿在家庭动力绘画中经常出现省略父母的现象；d留

守幼儿和非留守幼儿在家庭动力绘画中的人物都小于画纸大小的 1/16［5］［11］。

2018 年，尚英楠比较了 120 幅亲子抚养和隔代抚养儿童的家庭动力绘画，

结果发现：亲子抚养与隔代抚养家庭儿童在家庭动力绘画的人物互动关系和动

作、人物间距和障碍物、图画样式、人物大小、象征符号等指标上均存在差异［12］。

同年，王瑶利用家庭动力绘画对于甘肃省农村学前留守儿童的亲子关系进行了

研究，结果发现：幼儿最先描画的人物形象为母亲者最多，幼儿描画与其距离

最近的形象为母亲最多，幼儿描画的最大形象为母亲最多，这说明母亲是幼儿

最喜欢、最为亲密的家人。事实上，研究者在与幼儿的交谈中得知，绝大多数

幼儿最喜欢的家人是母亲，母亲在幼儿的心里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13］。

除了这些特殊家庭之外，不少研究者就家庭动力绘画的使用范围也做了研

究，例如：2016 年，张婧在利用家庭动力绘画评估儿童亲子关系的研究中发现

无论从绘画测验实施的可行性本身，还是从儿童心理发展水平，亦或是从绘画

测验的理论基础与以往的应用情况来看，对三年级儿童采用绘画测验的方式评

估其亲子关系情况是合理、有效的。

2019 年李文姣在《视觉记忆对儿童绘画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中使用家庭

动力绘画对小学生视觉记忆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儿童的视觉记忆与其

绘画能力的各个维度均呈显著相关，说明儿童的视觉记忆能力越强，他们的绘

画水平越高。其后李文姣又用家庭动力绘画作为研究工具探究了儿童创造力水

平和其绘画水平的关系，结果发现：创造力中想象力和好奇性与儿童绘画水平

的各个维度均呈显著相关，挑战性仅与绘画水平的细节性及总分呈弱相关，而

冒险性与绘画水平不存在相关。创造力中的想象力对儿童的绘画水平的预测作

用最好，其次是好奇性，而挑战性和冒险性的预测作用不显著［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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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特殊儿童和特殊家庭应用的研究

在国外同样有一大批学者研究家庭动力绘画，且研究领域集中在特殊儿童

和特殊家庭上。

Pergamon 在 1985 年就利用家庭动力绘画调查了来自完整家庭和离异家庭的

儿童，发现这些儿童在自我概念上没有显著差异，家庭动力绘画上也不存在差

异［14］。随后，Masayo Kasuya（2000）为了弄清楚唇腭裂患儿对于家庭情况

的认知，研究者对 60 名 7 ～ 9 岁的唇腭裂患者进行观察，同时对比了 100 名正

常儿童，结果发现：与正常儿童相比，唇腭裂患儿绘画集中在纸张的右下角或

者是左上角。唇腭裂患儿对其家人表现出焦虑和恐惧，他们很少把家视为一个

安宁的地方。唇腭裂患儿可以感知到父母的存在，但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心理

距离相当遥远［15］。Marijcke W.M Veltman（2003）以 6 名受虐儿童和 12 名正

常儿童为被试对象，研究了身体受虐儿童和正常儿童在家庭动力绘画上的表现

方式，然后将两组绘画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受虐儿童在大多数变量上得分

有更高的倾向。基于此小样本实验，家庭动力绘画在识别和筛查受虐儿童有一

定的作用，并且可以在临床工作中建起和儿童沟通的有效的桥梁［16］。Özge 

Metin（2010）对学龄前儿童包含他们在内的兄弟姐妹关系在家庭动力绘画上的

表现进行了分析比较，结果发现学龄前儿童的兄弟姐妹关系不仅反映在儿童的

行为特征上，还反映在儿童的绘画上，绘画投射法可以提供孩子们无法轻易外

化的情感信息，在此基础上结合家人和老师提供的信息评价孩子们的图画，可

以很好地了解儿童［17］。

Afsoon Saneei 在 2011 年调查了自闭症儿童的母亲和这些儿童的兄弟姐妹对

他们绘画的感觉和态度。对 30 名自闭症儿童的家庭动力绘画、他们母亲和兄弟

姐妹的绘画进行分析，并与 30 名正常儿童及其家庭成员的绘画进行比较，结果

显示：孤独症儿童与正常儿童仅在遗漏方面存在差异，自闭症儿童的母亲与正

常儿童的母亲在人物大小、优先顺序和空间上存在差异；在空间和遗漏方面，

自闭症儿童的兄弟姐妹与正常组的兄弟姐妹也存在显著差异［18］。

Jin Kyung Kim（2013）研究有内在行为问题的儿童和没有内在行为问题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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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的家庭动力绘画，结果发现家庭动力绘画可以有效的了解和评估儿童的内在

行为问题。

5  分析与讨论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使用家庭动力绘画作为一种新的方法，在未来研究

中对儿童的家庭动力绘画背后的心理意义进行更深探讨，但仍需要注意文化的

差异，尤其在象征符号的解读上，需更加慎用［4］。在今后的研究中要扩大家

庭动力绘画的被试样本：未来研究可扩大至不同年龄儿童和成人；在取样上，

可扩大样本的采集范围，更要关注一般正常儿童，使家庭动力绘画可以运用在

小学生心理健康的普查中。

除了家庭动力绘画之外，还可以考察更多种类的绘画测验 （例如房屋绘画、

动物绘画等），以探寻针对不同儿童群体（例如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等）的

最优绘画测验评估工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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